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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中国财政部等五家政府部委联名下发了《五部委

关于内部控制的通知》（财会［２００８］７号）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明确规定作为一项义务，上市公司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开始，需要对本公

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同时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中国，继美国、日本之后，把导入严谨的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制度的决定，作为经济上的一种基础设施来抓，可以

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内部控制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公司的管理是否妥当”。一般而

言，“管理”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票据的记账、审批的流程，会让人觉

得费时低效。但是，请试想一下完全不存在管理的业务，如果经费的申请

没有审批，经费就可能会使用过度；如果不经过新客户调查就把商品卖给

他们，很有可能会造成应收账款不能收回。作为取得平衡的这种“管理”

或者“内部控制”，对业务效率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简单总结一下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要求，即“对外证明你们的

公司，你们的部门，你自己恰当执行日常管理”。

那么，只要对自己公司业务有信心，觉得能顺利开展（尽管问题或者

课题还是不少的，但显然大多数公司都认为自己业务顺利开展了），就可

以安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导入内部控制的过程中，还有不 少 地

方必须要变革。

第一，要向第三 方 客 观 地 显 示“已 经 有 良 好 的 管 理”是 很 不 容 易 的。

例如，尽管管理者认为“自己可以掌控部下实施的业务”，但对于没有书面

证据的部分，作为第三方来说是无法判断的。

第二，“内部控制”的概念来自欧美，其内容中也包括了许多实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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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务到目前为止是中国或日本企业中还没有实施的新内容。

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复杂的“内部控制”进行简单易懂的说明。本书

从实际的内部控制相关的咨询和审计的经验出发，介绍了概念源自欧美

的内部控制在中国或者日本企业中运用时的各种小插曲，同时，也说明了

中国、欧美、日本业务的相同以及相异点。

笔者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各职能的企业管理人员广泛阅读。这些管理

人员包括从构筑内部控制立场出发的财务部门、内控部门或者经营管理

部门等，从评价立场出发的内部审计部门等，以及从业务出发的管理层人

员等。

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的《由内部控制而改变的现场工作》（Ｄｉａｍｏｎｄ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月）的基础上，在原著者（原国太郎）赴 任 上 海 后，得 到 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丘仲文先生的大力支持，并与

谈亮先生、钱莘女士一起对内容研讨，进行了大幅度的追加和修改而成。

在此过程中，蒋薇女士、忻豪博先生、庄宇杰先生、姚承懿先生、秦杰先生、

李莹女士、曹吉先生等也花费了大量的努力。在此，我们想对这些在辛勤

工作之余，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帮助本书的编译工作的同事们表示最为

诚挚的谢意！

另外，最后的第十八章、第十九章中，在说明内部控制评估制度组织

的一般方法论的同时，对中国的《五部委关于内部控制的通知》、《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财政部办公厅同时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

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等三个指导文

件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本书的内容是以实务为基础的笔者的浅见，并不代表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意见。另外，请了解，本书并没有完全罗列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所有的相关控制点和检查点。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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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欧美的“应有的管理”

提起内部控制的概念和定义，美国的ＣＯＳＯ内部控制整体框架［１］闻

名于世。在日本版ＳＯＸ标准的第一部分“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中，以及

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在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中也定义了内部控制。但是，在此我们先不谈那些生硬的内部控制的

定义。此前，虽然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正式的定义，但其概念早已形成。下

面先介绍几个重要的内部控制的前提性基本概念。

预防性控制和检查性控制：事前还是事后

盖过章了吗？

员工：“谈部长又不在啊，小李，能帮我盖个章送到总务去吗？”

小李（事务员）：“好的。”

———几天后———

丘总：“谈部长！这张单据是你批准的吗？（怒）”

谈部长：“啊，实在对不起（汗）……（我盖过这个章吗？）”

说到“内部控制”，一般立刻会联想到盖章或者签字，因为这象征了管

理的手段。这个例 子 中，似 乎 没 有 部 长 的 盖 章 批 准，工 作 就 无 法 向 下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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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样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预防性控制”。

与此对应，事后部长的上司发现了这张单据的错误。或许部长的上

司只是偶然发现这张有问题的单据，我们假定这里是每月末对所有单据

都检查一次，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检查性控制”。

预防性、检查性等 说 法 似 乎 是 挺 高 深 的，简 而 言 之 就 是 事 前 还 是 事

后。另外还有补偿性控制、按风险是否可以接受设定的内部控制等的分

类，这些都无需深究。

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规章制度中定义这些行为有时也是项辛苦的咨

询业务。

什么是“复核”？

审计人员：“让我们把事前控制称为批准。”

业务员：“就是说事后批准是不可以的了？”

审计人员：“事后控制称为复核怎么样？”

业务员：“看清单或者汇总表的倒还好，一件一件检查，似乎和‘复核’

的含义不符啊。”

审计人员：“……”

因为这家公司用“审阅”这个词来折中表示“批准”和“确认”的意思，

越说越复杂了。该公司最后将“批准”定义为“拥有事情决定权的管理者

留下印迹表明其对内容的许可”；“审阅”定义为“没有事情决定权的管理

者或担当人员留下印迹表明其对内容的认可”；“确认”定义为“不留印迹

对内容进行检查”。上述全部为事前控制，事后的工作就全部定义为复核

了。然后，以下我们对诸如已入账应付账款的讨论就可以表达为“账面

记录的复核”、“支付前的审阅”等等。

批准、决议、审核、确认、检查、复核⋯⋯到处都是术语。在制定、修订

内部控制相关的制度、操作规程等的过程中，谁都会因此大伤脑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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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状况：公司管理的体系以及制度的

运行

内部控制的设计是指公司管理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制度。在第一

个例子中，“部长 检 查 了 单 据 的 内 容，以 盖 章 来 表 示 他 的 批 准”这 样 的 制

度，就是内部控制的设计。这是否是个适当的内部控制，仅看这一个例子

是无法辨别的；我们注意到在上例中部长不在时，没有规定谁来执行代理

其批准的权限，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可能是内部控制设计上的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是事务员代替盖的章，“没有按照制度运行”，这

就是所谓的内部控制运行上的问题［２］。

职责分工：业务的全部流程不能都交给一个人负责

职责分工，即权限分离，是内部控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概念就是

“一个部门、一个人不能掌管一个业务从头至尾所有的工作”。

最基本的职责分工是指一个业务的“业务记录、业务批准、实物管理”

三个部分至少应该由不同的人（可能的话是不同部门）分别负责。尽管这

样，实际业务流程中的分工往往更加细。公司应该结合成本效益原则和

风险可控原则综合考虑。

以销售业务流程中理想的职责分工为例，其可分工为：

（１）订单记录；

（２）销售条款的批准；

（３）存货的保存管理；

（４）存货记录的保存；

（５）订单货物的出库；

（６）向销售方提出付款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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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应收账款记录的保存及批准；

（８）收款的处理；

（９）应收账款债权的跟踪；

（１０）应收账款余额的确认及其对账差异的跟踪；

（１１）客户管理主文档的变更；

（１２）售后服务、反馈电话、投诉处理。

这么多！并非全部都要按其进行职责分工不可，但是根据不同的组

合方式有以下三种情况：“没有问题的组合”、“不太合适的组合”和“相当

不合适的组合”。当然，根据实际情况，问题的性质也可能大相径庭。

此外，业务分工又可以分为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这两种情况。

横向分工就是由几个部门或者业务分管人员共同参与到整个业务流

程中。纵向分工就是业务分管人员负责制作和录入资料，业务主管负责

批准以及复核资料，实际指的就是职责的分离。这种纵向分工，一方面要

求管理人员来监督分管业务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求管理人员不能执

行业务人员的工作。纵向分工的概念也令人感觉到内部控制这个概念的

确是从欧美发展而来的。

这份单据我不能填！

谈部长：“小庄，你来负责一下，根据这些条件来填一份单据吧。”

小庄：“啊！部长，这个不太好吧（汗），我不能填（哭）。”

上述情况是内部控制所期望的事情。

大家一定会想：“部长自己填个单据不就搞定了嘛！”，但是批准人自

己填单据自己批准的话，无论怎么看都不太合适，属于利益冲突。

▼“内部控制”源自美国的全球化

毋庸赘言，当前的经营环境正在不断变化。就上述事例而言，如果假

定代部长盖章的事务人员是“经关系单位介绍而被录用，就算辞职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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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公司员工结婚而快乐离职”的人员，或者是“几个月前刚刚被人力资

源服务公司派到公司来的派遣员工”，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不单是招聘方式的改变，经营指标、信息科技和金融工具等的改变，

也使原本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公司的体系进入了调整的时期。从这个意

义上说，无论是所谓“控制环境”的公司治理方向以及企业文化等重大课

题，还是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都将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

这个变化正是源自美国的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同时对公司管理系统

的审视也是以“内部控制”之名从美国舶来的。所以除了要建立在“人性

本恶论”上去考虑内部控制，还需想象公司是在美国的环境中经营的。这

样想的话，多少可以认同由此制度产生的文化差异。

内部控制的评价范围：影响财务报告的业务流程即为评

价项目

一般情况下，内部控制的评价范围为图１１中所列示的各部分［３］。但

是类似在金融企业以及建筑施工企业等特殊行业中，由于使用的会计科目

不同于其他行业，所以有必要针对这些特殊的业务追加实施内控评价。

图１１　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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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ＳＯＸ法案中，与财务报表重要科目相关的业务流程全部会被

纳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图１１中列示的所有业务流程。同时，２００７年６

月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ＰＣＡＯＢ）颁布的《审计准则第５号》（ＡＳ５），

强调了风险导向方法的重要性，企业自我评价以及外部审计的评价对象

可以更侧重于承担高风险的项目。

在日本版ＳＯＸ中，《实施标准》［４］要求首先针对公司层面内部控制以

及财务决算和报告流程两块内容进行评价，再决定去评价那些与企业经

营目标密切相关的会计科目及其业务流程。举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例子来

说（以一般经营业务的公司为例），《实施标准》重要的会计科目有“销售收

入”、“应收账款”和“存货”；然后考虑与此相关的重要业务流程，各公司均

基本会考虑针对“销售”、“存 货 管 理”、“期 末 盘 点”、“采 购”以 及“成 本 核

算”流程来进行内控评价。因此，日本版ＳＯＸ与美国ＳＯＸ法案相比，企

业的评价以及外部审计的测试项目数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的实际主

营业务不同，我们选择的所谓“与企业经营目标密切相关的会计科目及其

业务流程”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服务性行业中，公司可能需要评价其人

事薪资流程。大型制造性企业有时也需要对其固定资产管理流程进行评

价。此外，必须将高风险的业务个别追加纳入评价范围。《实施标准》具

体举例，针对金融交易及衍生工具的交易、坏账准备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的计提、递延税款资产（负债）等方面进行评价。

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在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正式稿的时候，财政部办公厅同时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征求意见稿），包含了２２个具体的业务流程。从该应用指引来看，中国

更多地借鉴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做法，内控评价涵盖的业务流程要多于日本

版ＳＯＸ。

　　 资金

 采购

 存货

 销售

 工程项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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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

 预算

 成本费用

 担保

 合同协议

 业务外包

 对子公司的控制

 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

 人力资源政策

 信息系统一般控制

 衍生工具

 企业并购

 关联交易

 内部审计

　　内部控制的基本概念就先说到这里，接下去的各章会从各个不同领

域探讨有关内部控制的具体情况。

［１］１９９２年美国的ＣＯＳＯ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ｄｗａ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表的报告，该文献从此成为

世界性的内部控制的参照标准。

［２］内部控制缺陷的定义和分类：根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此次同时发布

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征求意见稿），内部控制缺陷是指企业

在内部控制中，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之一：

１）未实现对应控制目标；

２）未执行规定控制活动；

３）突破规定的权限；

４）不能提供控制运行有效的相关证据。

在该指引中，内部控制缺陷按问题所在环节 分 为 设 计 缺 陷 和 运

行缺陷；这很好理解，是与上文所述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状况相

呼应的：在哪个环节发生的问题，就是哪个环节的缺陷。内部控制缺

陷的第１）种情况构成内部控制设计缺陷；第２）到第４）种情况构成内

部控制运行缺陷。

另外，该指引将问题点定义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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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三类。这种分类方法与美国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内部控制 按 严

重程度的分类保持了一致。当然，按严重程度分的三类 与 前 述 按 问

题所在环节分 的 两 类 并 不 矛 盾，而 是 相 互 组 合 的 关 系。 例 如：某 项

“重大缺陷”既可能是“设计缺陷”，也有可能是“运行缺陷”。

［３］这样的业务领域也在某些文献中被称作为“业务循环”。业务循环就

是考量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单位，归集了相关会计科目以 及 报

表披露项目，对应了一系列的业务流程。具体可参照第五章的“业务

循环”一节。

［４］关于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请参照第十八章（专栏）“日本版ＳＯＸ

相关规定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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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价格

企业关注什么？

接受订单：接受订单时，无需制作会计分录，但在业务上

和内部控制上都是相当重要的

折扣由业务员来决定？

销售经理：“唉，我们的业务员都很忙，在系统中输入订单的工作常常

会拖后。”

审计员：“这样啊？”（笑眯眯）

销售经理：“业务员有权决定一部分的折扣额度。”

审计员：“是吗？”（吃惊）

销售经理：“我们设定了付款信用额度，但基本上只是个形式，如果超

额了也只是增加额度而已。”

审计员：“这样啊……”（欲哭无泪）

对很多企业来说，销售是最受关注的工作。各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

每日不停地互相竞争、短兵相接，争夺订单。

但是和接受订单在商务活动中所受到的高度重视相比，它在内部控

制领域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接受订单活动不需要制作会计分录，甚至

有更极端的意见说———“接受订单根本是和财务内部控制完全无关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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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实际上，我们收到订单数据后，再按照“出货→实现销售→开发票

发付款通知→收款”一环紧扣一环的顺序来开展业务，因此接受订单当然

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建议公司针对订单内容有无正确录入进行确认。此外，向客户确认

订单有无重复或者遗漏也很重要，尤其在下订单的频度较少、但订单的平

均金额较大的行业。此外，比如建筑业和设备制造业，在接受订单以前的

工程估算等工作，也可能是个更为重要的业务程序。

然而，在采购流程中，由于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等潜在的舞弊风险，所

以发出采购订单时，没有获得批准就去执行基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与

此相应，一般在接受销售订单时，业务员基本只要“在批准的价格和信用

额度内”进行个人判断即可。

授信制度：信用管理现状以及企业文化

笔者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时，拥有自己独有的

内部控制评价数据库。根据数据库列示的内部控制要求，“对于超出授信

额度的订单不予处理”；如果现行内部控制系统中该控制不到位，就会被

评价成“内部控制系统可能存在缺陷”。

在大多数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中，能够设定授信额度，并在超出授信

额度时自动进行预警或者提示错误信息。

在日本，授信额度往往会成为业务流程内部控制评价中最易成为瓶

颈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大多数欧美企业，以及日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都

会设定信用额度，超过额度时系统就会停止出货。与此相对，日本本土企

业要么没有设定授信额度，要么就是马虎地设了个很大的授信额度，或者

授信额度超额照样出货。上述情况非常之多。为何日本企业在日本本土

对于信用额度的设定如此不重视呢？

日本企业曾经最重视的业绩指标就是营业额。这也可能是因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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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长期以间接融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筹措，另外关联企业互相持股，公司

并不重视股东利益。日本企业中对于员工采取长期雇佣、论资排辈的制

度，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大。这种经营习惯和业绩评价指标，曾经一度有

效地发挥了作用，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环境随着泡沫经济的破

灭，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

日本企业这种轻视利润的倾向与其忽视授信额的做法，两者之间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有些公司开始专注利润，以各事业部或者部

门为单位开始进 行 业 绩 考 核。但 是 基 层 人 员 在 日 常 工 作 以 及 个 人 意 识

中，仍然很少体现出其重视利润的观念。

然而对于重视销售的公司来说，为了扩大销售，只要公司最终有利润

能维持经营，并不在乎承担较大的授信风险。反正先确认销售，最终不过

是会计处理时提个坏账而已。因此，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严格推行授信

制度的观念恐怕难以深入人心。

然而在美国，判断企业业绩最重要的指标是公司的利润。因此，形成

了与其对应的社会形态结构和商业习惯。股票市场（→股东→利润）作为

其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地位极其重要，然而相继发生的安然事件、世通案

件等粉饰报表的经济丑闻案后，造成公众对披露信息的不信任，对社会产

生了严重影响。

在中国，信用销售（赊销）的现象根据行业不同，也大量存在。但是，

把它作为内部控制中的重要环节来认真对待，也就是最近这两年才发生

的事情。

中国的销售模式与欧美和日本相比，款到发货的销售模式仍占较大比

重。原因之一是在传统的商业习惯中，经常延迟付款，企业的观点就是“没

有付款时，公司就占有主动”。（在日本，对于延迟付款的处罚是非常严格

的，如果企业六个月以内两次不准时承兑票据，将被停止与银行交易，这样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公司倒闭。）但是在中国没有这种商业习惯，这也就限制

了中国企业间相互授予信用额，从而影响了销售规模。

给予客户适当的信用额度，这一点可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起到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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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公司的销售主要是通过代理商为主时，如果不给

予代理商一定的信用额度，代理商根据手头现金流状况，只能选择与付现

款的最终客户进行交易，这样大大限制了代理商的发展空间；如果能够给

予代理商一定的信用额度，分销就可以不受现金流的限制，积极开拓其市

场占有率，更能提高公司的销售额。

在当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中，是否给予最终用户和代理商各自适当的

信用额，并对其信用状况如何作出合理评估，是相当有必要考虑和探讨的

一个问题。此外，如果客户发生延付货款的情况，还需要酌情考虑取消其

信用额度或者降低其信用额度。

恰当估计客户是否存在付款延迟或者无力付款等风险，这个工作并

不简单。也不能因为客户之前经营状况良好，就放弃“慎重评估”。这个

事情马虎不得。而且一旦根据能够接受的风险程度设定了适当的授信额

度，就应该严格遵守，这是维护公司的利益所不可欠缺的。

另外，对于授信额度的设定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接受订单时检查

“未发货订单余额＋应收账款余额”；二是在发货时检查“应收账款余额”。

前者的做法更为普遍。主要是因为公司一旦接受了订单，将会承担采购

原材料以及进行生产的风险。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公司委托第三方物流

公司负责物流环节，或者由供应商直接发货给客户。这些公司在出货时

检验授信额度的难度较大，因而多采用第一种方式计算授信额度。

价格：内部控制上，只要价格得到“批准”就万事大吉了吗？

在接受销售订单的过程中，与授信制度相比，接受订单价格这一环节

在内部控制上出问题的概率较小。这是因为，实务中，基本上所有的销售

经理对销售价格都是一清二楚的。另有很多公司，根据其明文规定或者

不成文的习惯，对所有销售订单上的条件都必须进行审批，销售价格的折

扣过低都是需要进行事前审批的。在本章开篇的例子里，“业务员有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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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定额度内的折扣”，建议公司最好明文规定把“一定额度”的折扣在内

容上进行明确。如果折扣超过一定比率，管理层进行事先批准的话，可以

判断为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并且在这种申请单据或销售合同上，通常就

会有“经理”、“部长”确认后在相应位置上签字或盖章，这也可以作为管理

层对单据进行审批的证据。此外，内部控制评价时也需要留意这种审批

是否只是形式化的表面文章，还要关注如何处理例外事项。

▼ 从经营理念上出发，还有很多地方应该考虑

但是，即使内部控制体系上没有问题，从重视利润的角度来分析，对

销售价格也还有很多必须要考虑的地方。

当以营业额作为业务员的业绩考核标准时，１０％的折扣率对其业绩

的影响只有１０％；但 是 如 果 以 毛 利 为 指 标 的 话，假 设 原 定 价 毛 利 率 为

２０％，那么１０％的折扣率会使其业绩下降５０％。

因此，在认真探讨公司的授信制度的同时，应该也要考虑公司现有机

制是否能够适应企业经营目标。

在此我们并不是说无需关注营业额指标。针对销售部门，营业额仍

然应当作为考核日常工作的重要指标，但是有时候也要根据企业实际经

营结构来分析。当企业需要扩大销售规模，有时需要必须先盈利，再以获

得的利润为基础，去扩大销售规模。例如，企业需要依托投资来扩大规模

时，只有先有了足够的利润，才能进一步考虑扩大规模。

过去在日本，只要公司的营业额能够增长，就不愁从银行借不到钱。

但在世事变迁的今天，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公司不健康的成长。美国的“内

部控制”也是上述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产物之一。

在中国，不同企业的管理成熟度不同，对于价格管理的重视和相关内

部控制的设计、运行的情况也有较大的不同。处于创立初期的私营企业

主由于是最高管理者，也就是企业老板的一言堂，价格多数是由该老板直

接参与制定，相对来说不太会有太多的价格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而对

于具有一定规模的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来说，价格的制定工作受到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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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多，多数是有着一定的流程、依据一定的方法来确定

的，并在销售工作中予以体现；但是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有可能存

在同一个企业集团不同地区的销售为了自身业绩，对于同一个产品互相压

价的价格管理混乱的情况。当然，也有价格管理非常完善的企业，有见过采

用包括出具季度指导价、信息系统控制价格等各种好的做法的企业。

专栏　供应链和企业财务，泡沫和泡沫破裂

笔者过去曾专门从事供应链管理流程的咨询业务。狭义的供应链管理是

通过提高生产制造、库存、销售的信息传递效率来减少库存，广义的供应链管

理就需要考虑包含产品开发的市场企划以及针对经营模式进行再考量。

提到供应链管理，戴尔电脑的例子是最具典型性的。先从网上接收订

单，再进行生产，实现零库存（根本无需考虑由于存货的周转慢产生残次冷

背产品），从客户处收回货 款 的 时 点 甚 至 早 于 支 付 原 材 料 货 款。从 资 金 流

角度分析，这正是各个企业都梦寐以求的商业模式。

 供应链和财务数据

下面是某个半导体制造企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例子。

提起半导体，人们也可能 想 象 这 应 该 是 最 先 进 产 业，产 品 生 产 都 是 全

自动的行业。半导体制造 业 分 为 前 端 和 后 端。其 后 端 是 通 常 被 称 作 为 组

装的程序，属于劳动密集 型 流 程。前 端 的 工 序 却 是 高 度 依 赖 于 机 器 装 备，

设备精密而又昂贵。是不断 追 求 更 先 进 的 加 工 设 备 还 是 在 仅 有 的 产 能 下

合理对其进行分配，这是 个 很 重 要 的 经 营 课 题。最 终 的 产 品 种 类 繁 多，但

它们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晶圆。前端工序进行了一半以后，大规模集成电路

等产品根据订单生产，而内 存 条 等 产 品 的 产 量 完 全 基 于 预 测，从 供 应 链 角

度看，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行业。

这个项目就是根据多种产品的订单数量和销售预测数量，归集生成产

成品及半成品的库存数量，通 过 利 用 各 工 序 的 生 产 计 划 信 息，使 整 个 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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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阶段实现信息一体化，以 达 到 减 少 存 货 量、提 高 净 资 产 收 益 率（ＲＯＥ）

财务指标数值的目的。

但是，随着项目的开展，能 够 明 显 感 到 产 品 品 种 繁 多 带 来 的 越 来 越 多

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 原 本 供 应 链 管 理 项 目 的 实 施 范 围）。产 品 品 种 一

多，库存自然就大。工厂为了 保 证 产 能 满 负 荷 运 转，不 得 不 生 产 一 些 规 格

通用的产品（这样的话，设备折旧率分摊到单个产品上的成本就会降低，从

工厂的角度来说也是可 以 理 解 的 事 情）。另 一 方 面，销 售 部 门 因 为 重 视 营

业额而滥用折扣。如此往复，利润当然不可能得到有效增加了。

结合起来看，可以说上述很多问题都与重视营业额（轻视利润）的习惯

做法和业务组织架构有关。对企业主打的产品来说，企业在重视考虑营业

额的情况下（只要保证还处在 盈 亏 临 界 点 之 上），销 售 该 商 品 有 利 润（前 提

是要卖得掉），公司就应该 尽 可 能 地 完 全 生 产 这 种 产 品。但 是 在 重 视 利 润

的前提下，需要突出发展最能出规模效益的商品（或商品系列）。举几个同

类的国外公司的例子，比如英特尔专业生产ＣＰＵ、德州仪器（ＴＩ）公司专业

生产数字信号处理产品（ＤＳＰ）、韩 国 的 三 星 半 导 体 部 门 专 业 生 产 内 存，这

种有的放矢的生产相应带来的就是高回报。

“公司是谁的”这个问题与日本泡 沫 经 济 以 及 当 前 中 国 经

济发展

针对“企业是为什么存在的？”这个问题，美国大多数企业的回答是“为

了股东利益”。但是，在日本 认 为 是“除 了 为 股 东 还 有 为 员 工、客 户 等 相 关

各方持股人”的企业很 多。正 如 半 导 体 行 业 被 称 作“工 业 的 粮 食”一 样，很

多的产业都离不开它，像刚 刚 列 举 的 这 个 企 业，它 们 也 肩 负 了 满 足 社 会 需

求的使命。

在欧洲，通常会认为企 业 是 社 会 的“公 共 资 源”。讲 句 题 外 话，会 计 记

账体系有英美式、大陆式（起源于法国、德国）的分类，前者的传统是重视利

润表，后者则更重视资产负债表。这好像也比较符合富于冒险精神领导世

界潮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致力于社会安定的欧洲大陆的形象。



 中、美、日企业内部控制实务

?
１６　　　

图２１　企业所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示意图（美国、日本）

　　在中国，企业的形式多样，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除外资企业以外主要

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如果说国有企业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存

在的”，那么私营企业可以说是“老板个人”的吧。在实际运作中，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采用了美国式的观点，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对于国有企业来

说，其大股东是国资委，即“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委 员 会”；对 于 上 市 公 司，则 毫 无

疑问是持有其股票的股东；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股东即是老板个人。

回到以前的日本，由于企 业 都 是 相 互 持 股，企 业 就 缺 失 了 真 正 的 股 东

的概念，所以公司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员工和客户。就能非常自然地理解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社会 的 利 益”。这 种 价 值 观 可 以 说 是 在 日 本 社 会 贫 富

差距小、追求中庸的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资金的来源不是有钱

的个人而是来自银行或者企业，资金融资方式也多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雇

佣制度也是出于从员工角度出发，采取终生雇佣制。论资排辈的管理方式

也就很自然地和传统的日本式／模仿式的经营理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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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内外这些 各 种 各 样 的 要 素 有 机 地 融 合 在 一 起，成 为 一 个 社 会 体

系。在混沌（Ｃｈａｏｓ）理论中，曾经将社会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研究，如果把

“社会”称作体系，那么 社 会、文 化 环 境 就 是“森 林（植 物）”，人 是 昆 虫（？！），

企业是鸟或兽，整个系统内的各个角色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日本经济从１９８０年代后半叶到１９９０年代前半叶，遭遇了所谓的泡沫

经济。经济发展前途一片看好，股价高涨，房价猛升，在这样一个资产大增

的经济背景下，日本企业收购 了 美 国 的 帝 国 大 厦（Ｅｍｐｉｒｅ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成为了当时的热 门 话 题。１９９０年１月 日 本 股 票 市 场 开 始 暴 跌，房 产 投 资

也开始走下坡路。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引起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是上述体系中各要素的互相作用：对利润的

忽视、对不动产的现金流利润的无视、过度依赖间接融资随意获得资金、农

耕民族式土地神话……从一定意义上讲，过度投机狂潮之后就会产生泡沫

经济。与１７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１８世纪英国 的 南 海 贸 易 公 司 泡 沫 一

样，自古以来都有泡沫这 个 概 念。但 是 日 本 的 泡 沫 经 济 崩 溃，并 不 能 全 部

解释为简单的过度投机，同时也是日本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进入全球化的进

程中被批了一个“ＮＯ”，不能被全球所认同。仍以上述的生态体系为例，可

以说日本因为距离欧洲大陆较远的原因，一直维持了独有的生态环境。但

是一旦面向世界，就如同生态环境里面来了一条吃鲋鱼的外来的黑鲈。

另外，泡沫作为一 个“泡”，并 不 是 只 有 幻 灭 一 条 路。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美国随着硅谷化的发展形成了ＩＴ泡沫和上市狂潮。但是，伴随着因特网

的急速发展，ＩＴ企业集中 了 大 量 丰 富 的 资 金 并 以 股 票 期 权 吸 引 了 高 水 平

人才。这种力量摧毁了（一部分）既有的经济业务流程，产生了一些（在ＩＴ

泡沫破裂以后仍然生存下来 的）新 的 商 业 模 式；而 从 贴 近 我 们 生 活 的 角 度

说，工作中的商务休闲装 也 逐 渐 流 行。这 一 切 改 变 了 世 界，整 个 产 业 旧 貌

换新颜。

日本的泡沫时代，要不 是 被 世 界／美 国 说 了“ＮＯ”，说 不 定 城 市 中 心 一

等地价区内将会建造２００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之类，使得高涨的土地价格

一部分得到回归。实际上，的确也听说当时有大型的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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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制订２０００米高的高层建筑计划了。

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形 成 新 的 经 济 生 态 系 统，日 本 社 会 须 渡 过 重 重

难关，因为单独任何一个要 素 的 变 化 都 会 引 起 相 关 要 素 的 连 锁 反 应，所 以

日本社会苦难重重在所 难 免。但 是 最 近，企 业 逐 渐 有 所 盈 利，正 在 朝 良 性

发展。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首先获得发展机遇的

是出口 制 造 型 行 业，中 国 也 因 此 被 称 为“世 界 工 厂”。２００１年 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后，几乎可以被称 为 是“世 界 市 场”，成 为 影 响 世 界 经 济 的 一 股 巨 大

力量。例如，中国目前手机移动用户数量已居 世 界 第 一，２００７年 使 用 因 特

网的人口超过１．３亿，仅 次 于 美 国 居 世 界 第 二。此 外，一 般 认 为 世 界 能 源

及原材料价格的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企业在这样的环 境 下 也 加 速 了 自 身 全 球 化 的 进 程。一 方 面 在

与国外企业或国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修炼内功，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吸取

世界上最佳实践的经验。相 信 中 国 企 业 在 各 个 领 域 成 为 世 界 领 军 企 业 的

日子指日可待。

在中国，２００３年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资委以 国 有 资 产 的 保 值 增 值 为

目标，不断地采取鼓励兼并、明确一把手的考核机制、强化法人治理的一系

列手段，逐步地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中国经济的一股中坚力量。目前国有

企业所主导的国有经济对ＧＤＰ的贡 献 率 约 占３０％以 上。改 革 开 放 后，作

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支重要力量的私营企业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据最新的统计，其对ＧＤＰ的贡 献 约 在４０％以 上。除 了 这 两 者，就 是 俗

称为“三资企业”的第三支经济力量，即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和中

外合作企业，它们对ＧＤＰ的贡献在２０％左右。

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企业行为和员工对待就业的态

度是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前提的。

步入２００８年，由于现行汇率 机 制 的 不 健 全，导 致 境 外 热 钱 大 量 涌 入，

挤占国内资产而导致的外 向 型 通 货 膨 胀 非 常 显 著。中 国 政 府 已 经 动 用 了

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几乎 所 有 的 利 率 和 汇 率 工 具 来 抑 制 通 货 膨 胀。但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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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企业所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示意图（中国）

之产生的副作用是不断升高的利率导致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艰难，而不断

攀升的汇率更是对所有外 向 型 出 口 企 业 带 来 了 重 大 影 响。而 这 其 中 很 多

都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这个结构性

调整的痛苦过程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将会最终完成。

以下是笔者对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分析，该观点仅仅是在与美日情况比

较之后得出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样，最终回到内部控制的话题，“控制环境”这个概念，把前文提到的

所有要素均包含在内了。“内 部 控 制”是 来 自 美 国 的 全 球 化 运 动 的 先 行 理

念之一。在企业内、外部均变 化 如 此 巨 大 的 时 代，笔 者 想 也 没 有 任 何 一 个

经营者敢断言“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无需进行改善”。











? 第三章　销售（２）：收入确认、

?
２０　　　

→
　　　　

催款、收款

通过运用信息系统，提 高 业

务与内部控制水平是所有企

业的课题

应收账款：谁都可能被虚增销售的诱惑拉下水

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日本的嘉娜宝事件以及中国的银广夏事

件，都与虚假记录巨额销售收入有瓜葛，收入确认是现今内部控制要点的

重中之重。确认收入是公司利润的来源，管理层凭一己之力轻易就能操

纵产生大额销售。而且，不只是管理层，子公司的总经理、部门主管，甚至

是业务员，在迫于各种压力之下，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受利益驱使，进行

虚增销售收入的操作。从外部审计人员的观点来看，“收入确认”也是审

计的重点之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审计。

从内部控制方面来看，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最关键的控制是针对收入

确认的标准进行明确书面规定，并妥当制作、获取、保管，作为收入确认依

据的相关凭证。

“所有权及和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合理地转移至买方的时点”是收入确

认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确认时点是以购销合同上规定的

条款为准；在中国，实务上也大多根据原则重视合同条款，有购销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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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合同，没有合同时以买方确认验收入库为准的情况较多。但是从实

务角度说，国外许多公司确认客户验收入库时点往往滞后，但更易把握自

身的发货情况，而且由于国内送货途中的运输问题较少，因此从习惯上大

多以发货时点为收入确认基准。但是当公司客户群固定，而且双方之间

能够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直接的数据交换时，将客户验收入库作为收入确

认的基准是更加适当的。

在设备制造以及销售的行业中，有依照合同以出货时点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也有以按照安装完成后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另外还有先给予

客户试用再确认销售等各种复杂的情况。这种时候就需要从“所有权及

和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合理地转移至买方的时点”的原则出发分析业务，根

据收入确认的基准，妥当保管好相关凭证。

进行出口销售业务时，一般以单笔业务的国际商业贸易条款为依据

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母公司管理子公司之间的买卖时，根据不同的贸

易条款，出口方应该等到从进口方传回单据后才能确认收入，但是由于后

面章节讲到的提前结算的影响，必须要考虑可能漏记销售的情况。

此外，针对收入确 认 是 否 适 当，应 该 尽 可 能 成 立 独 立 的 部 门 定 期 检

查。具体讲，就是对入账的收入进行抽样，确认作为收入确认基准的凭证

以及数据是否存在、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确切，同时检查下期初、月初有无

非正常的退货。因为在期末记入销售收入，但在下一期期初再退货，以此

虚增收入的做法，是一种常用而又经典的虚假记入收入的手法。

这些程序在外部审计当中是通常会使用的审计方法。由于收入确认

的重要性，建议将该做法也作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并予以实施［１］。

开发票：该业务流程在不同国家，区别巨大

开发票（Ｉｎｖｏｉｃｅ）以及收款，各国的商业习惯上有很大区别。

中国开发票的实务操作，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流程有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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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之处。

无论是根据旧会计准则或者根据２００６年财政部颁布的新的会计准

则，销售并不是在开具发票之后才进行确认的，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

则，确认销售（以及应收账款和销售成本）。这点是经常容易被混淆的概

念。在确认销售同时，应该及时开具发票；但实务中如果未能及时开具发

票，在进行纳税申报时，都必须填入“未开具发票”一栏中进行申报，税务

局的纳税申报表上也有该栏。（进而言之，增值税也应该根据权责发生制

的原则，当确认销售时应该同时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

在开具发票流程中，内部控制要求应该做到的是能够确保无遗漏地开

具所有发票，为此可以针对开具发票申请以及财务记账凭证进行管理，并在

开具发票之后对已开发票内容再做双重检查，确认有无盖上发票专用章。

然而，在与政府机关或者医院等进行往来交易时，一般先收到货物，

支付货款完毕后，对 方 才 开 出 发 票。前 面 章 节 中 也 曾 提 到 过，在 中 国 国

内，一般的企业间进行交易时，部分采用预付货款，在确认货款入账之后

再进行发货并开具发票。发票只有在授信交易中，起到催付货款的作用。

在其他国家，开具Ｉｎｖｏｉｃｅ（付款通知 书）时，只 是 将 请 求 付 款 内 容 打

印在普通的纸张上，和一般的订单形式差不多，是为了催促对方付款，与

销售确认和税金无关。而且如要进行修改或者取消（开具ＣｒｅｄｉｔＮｏｔｅ），

操作也很容易。

由于在很多行业中，付款通知书上的价格、付款条件、订单条款等项

目与订单信息完全一致，实际上其就是根据“得到确认的（系统内部保存

好的）订单内容”自动打印而成。总之，信息系统中用到最多的功能就是

自动校验。反之，对于因频繁调价、订单内容和付款通知内容常常不一致

的行业来说，在发出付款通知书以前，如果不经过盖章查看是不可能放心

的，于是，这些行业往往在发出付款通知书之前会对其进行检查和批准。

总之，关于检查付款通知书的内部控制关键点是“付款通知书上的价

格、付款条件是 否 正 确，是 否 经 过 审 批”。虽 然 中 国 的 发 票 和 国 外 的Ｉｎ

ｖｏｉｃｅ（付款通知书）本来起到的作用各不一样，但是内部控制对于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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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一样的。

除上述所讲的之外，各国在开具发票（Ｉｎｖｏｉｃｅ）以及确认应收账款流

程中，主要有如下几点不同。

（１）收款条件方面。欧美多是卖方在付款通知书中明确指定付款日

期，一般使用的支付条款也只有几种到十几种。而与此相对应，在日本，

一般配合客户的情况有多种选择，客户月末结算的就在次月的某日支付，

或者１５号结算的就在次月末支付。在中国，采取先预收货款的交易模式

比较多，当给予客户授信额度时，一般是要求对方在收到发票／付款请求

之后１～３个月内进行付款。

（２）发出付款通知书的时点方面。欧美基本是只开出一份随货的单

笔业务的Ｉｎｖｏｉｃｅ，中国也会按照一笔 货 物 开 出 对 应 发 票。与 此 相 对 应，

在日本大部分公司到月底也会另外发出正规的月度付款通知书。

（３）支付方式。在欧洲和日本基本以银行转账进行支付，然而在美国

仍经常使用支票，委托外部有效率地进行收款。在中国，在进行大额国内支

付时，基本上都使用银行转账进行支付，只有在小额采购时会使用转账支

票。而据说意大利因建有全国共通的结算体系，支付方式又有所不同。

（４）对于延迟收款的确认。近年来，虽然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也开始

导入欧美开发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对公司单笔业务出货确认应收账款，

收款后单独进行核销；但是仍有企业根据应收账款余额进行收款核销。

▼ 对确认收款延迟的讨论

针对上述（４）确认收款延迟的问题，笔者之前曾与一位丹麦的会计师

进行过探讨。这位丹麦会计师认为，对于将总的收款金额与应收账款余

额进行核销时，会产生如下问题：

 在应收账款账龄表（应收账款销账后余额表）中无法正确显示该

笔逾期应收账款。

 不能明确该笔货款究竟逾期多少时间（对每月的应收账款余额整

体进行核销时，只能了解每月应收账款的欠账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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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见图３１、图３２）中公司的信息系统是日本式的集成化信

图３１　月度应收账款余额收款时的核销

图３２　以出库为单位计算的应收账款的收款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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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只能按将每月总的收款金额来核销该月的应收账款余额，那么如

果要满足这位丹麦会计师的要求，系统必须换成具有针对单笔业务进行

核销功能的系统，或者对现有系统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２］。

这样，管理信息系统对于业务及内部控制都影响巨大。另外基于日

本（或中国）的商业习惯而形成的业务模式以及内部控制，由于其与国际

惯例不同，也往往不被认同。除上述例子之外，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并且，即使认同接受了这种以收款总额来核销应收账款余额的做法，

并将其在业务流程以及内部控制中予以运行，但按照单笔出货来进行应

收账款核销的方式，从管理角度来看更佳。

▼ 业务流程的处理速度及质量

过去，业务流程中，每月处理一次的工作较为常见。如每月一次制订

销售、生产计划，落 实 库 存、调 配 计 划，月 末 财 务 编 制 科 目 余 额 表 等。如

今，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以更高的频度对计划等进行修正或处理，但是仍

然还有很多企业对于各种业务维持每月一次的处理方式。

比如近年流行的供应链管理，通过该系统，将原本每月处理一次的业

务，提速到每周一次、每天一次，甚至随时进行，其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减少

业务流程从头到尾各环节的处理时间。如果没有网络和高度发达的信息

管理系统，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商业化。

同样在会计行业，每季度决算的常规化和每月决算（并非科目余额试

算表）的实施也是向同一个更实时的方向发展。其处理速度以及质量，受

信息系统的运用是否到位和相关业务流程的设计是否合理的影响，最终

结果可能千差万别。

早前听到某个美国企业，在年度末之后３天内就完成了年末结账的

工作。而且该公司的结账不仅是其单体，而是整个合并报表。

如前述的有关开具发票和确认销售，通常的做法是每天开票，并且据

此确认销售，然后只要每月一次核对本月实际发生的交易和开具发票的

金额就足够了。但是这种做法仍有欠缺。如果财务会计系统能够自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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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系统进行衔 接，将 销 售 数 据 实 时 地 导 入 开 票 系 统，自 动 执 行 开 票 的

话，业务效率会更高，而且不用考虑月末执行人工核对，减少了出错的可

能性。

灵活运用信息系统以提高业务流程及内部控制的水准，应该是所有

企业的必修课。

收款：能否信赖信息系统是个大问题

从业务销售实务的角度来讲，接到订单当然是最难的工作，在那之后

的出货、开出发票、收款等程序可以说都是偏事务性工作的业务流程了。

这样的工作如果能有效地运用信息系统，进行自动化、高效化整合是提高

业务效率的关键。但是自动化系统尽管有利于内部控制的检验、检查等

优点，也同时存在某些问题。

各行各业中，但凡一般的大型企业都会将收回货款与应收账款进行

核对，然后考虑银行手续费造成的减额、折扣、到期日前的收款等种种因

素，对应收账款进行核销。如果该工作完全依赖于手工作业，将是非常大

的工作量。在中国国内，仍然有很多企业依靠手工作业来进行应收账款

核销；国外的大型企业中，大多在信息系统中设定一定的条件自动进行应

收账款核销工作，只有在实在核对不上的时候才由分管收款的人员会同

销售业务员一起调查原因。

自动进行核销应收账款的首要前提是需要设定一个放宽的金额，例

如预计的银行手续费等，假设为３０元。当收到货款与应收账款余额的容

许误差在设定的３０元之内，则自动执行应收账款核销。

在欧美，很多公司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一般都将这个容许范围设定得

较大。听说某英国公司，从新客户处收到第一个月的收款金额与应收余

额有差额，但金额不大就没有向客户深究。但第二个月收回的货款与应

收款的余额仍然存在差额，且比第一个月还要大，第三个月的差额索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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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是，公司和客户进行了沟通，结果第四个月的收款差额还是和第二

个月的差额持平。虽然这也算不上是舞弊，但称得上是由于信息系统自

动化产生的控制盲点的一个例子。

▼ 系统登录权限的限制是个重要的控制

对于这样依赖于信息系统的业务流程来说，其内部控制流程只能建

立在完全信赖信息系统的前提之上。

即使一个系统功能十分完善，如果任何人都有权限登录并能够修改

其内容，其风险也是很大的。或者是一个系统的开发维护不到位，系统错

误泛滥，在该系统中就无法保证相应功能的实现，包括诸如“依据经过批

准的订单内容毫无更改地自动生成发票”，“根据发货数据正确记入收入、

应收账款”。

销售循环中的舞弊行为，比如减少应收账款余额，将减少的金额与客

户平分，或者截留收到的货款，等等，这类行为只要适当地设置系统登录

权限，就能较大程度地遏制类似的舞弊行为。

图３３　信息系统和业务流程中内部控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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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如何确保信息系统是能够信赖的，我们将其称为“信息系统的整

体控制”。

客户、供应商的主 文 档：对 于 主 文 档 的 控 制 是 防 止 舞 弊

和失误的最后一道防线

主文档是指在信息系统中事先登记录入的基本情况。比如客户主文

档就有客户名称、客户收货地址、付款通知寄件地址、客户的业务人员名

称、结算条款，还可能有信用额度，以及会影响销售价格的该客户分类等。

另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供应商主文档中，可能包含和付款相关的具有

很高风险度的信息，如付款银行账号等。

主文档的数据，由于在制作、处理单据时每次都会被引用，并被核对，

因此保证主文档内容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针对客户、供应商主

文档，会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不正当利用和产生成批错误，风险是很大的。

因此，切实有效地管理好主文档是防止舞弊及失误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于供应商主文档，采购方虽将材料和商品的供应商单独登记在主

文档中，但是发生零碎繁杂经费，面对这些小的服务供应商时，就笼统地

在系统主文档中虚设一个公用户（杂项），这种管理是非常不理想的。从

内部统一管理的观点出发，事先未有效地登记供应商信息意味着每次付

款时（各担当）都要一一输入供应商的相关信息，这必然伴随着相应风险

的产生。同时，也可能在各项统计中发现“本公司本部门交易量最大的供

应商竟然为杂 项”。所 以，应 尽 量 避 免 使 用 诸 如 上 述 的“杂 项”供 应 商 设

置，而是根据明文规定来进行操作，严格管理。（夸张地说，为招待客户应

酬而定点的饭店都最好能够设置相应的供应商主文档。）

登录客户、供应商主文档以及变更主文档，都应经过适当的管理者的

批准才能进行。批准登记主文档信息可以和新客户或新供应商的批准同

时进行。此外，登录、变更主文档内容之后，最好由实际操作人员以外的

人再对主文档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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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控制中更可能常常产生问题的，就是对客户、供应商主文档未

进行定期复核。为什么说这个会成为问题呢？因为实际上很少有企业能

够做好这个工作。当客户和供应商数量众多时，从实务角度来看，定期对

主文档的内容一一进行确认，确实比较困难；再加上如前述的对费用付款

方要求也单独登记的话，定期对主文档的复核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要是抱着“登录变更之后再确认也可以”、“每天制作票据时都

会引用相关内容，到时候再确认也不晚”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当

负责登记、变更的操作员在录入批准后，又故意对已录入信息进行更改，

或者存在长期未使用的主文档信息时，款项被汇入了已破产的供应商的

银行账户，这种舞弊行为的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当一一复核每一项主文档信息很困难时，可以让系统自动统

计打印出一定期间（前次复核开始至这次复核期间）的信息新增变更内容

的报告，只对新增及变更部分进行复核。另外也可以通过程序实现以下

功能：对于一定时期没有使用过的客户或供应商，系统自动对其主文档信

息进行冻结或者删除，像这样借助系统的力量代替人为内部控制也是可

行的。但是每种方法都由各自的优缺点，应该结合实际，考虑选取最适合

的功能及控制流程。

［１］内部控制通常是为了确保能够产生正确的数据而形成的系统。但在

这里针对的销售收入财务记录的复核，是对记录的数字金额 进 行 抽

样，和外部审计的程序完全一样，也许大家会稍许有 点 疑 惑，为 什 么

要求企业执行外部的审计程序。的确在内部控制程 序 中，即 使 是 有

些外部审计程序相当重要，单作为内部控制，一般并不被采用。但是

正如正文所讲的，因为销售收入记录的重要性，建议公司的内部控制

程序也一定程度上实施外部审计的程序。从学术上 来 讲，这 种 程 序

与外部审计相近，不是业务流程层面的内部控制。从 内 部 控 制 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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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这不属于“控制活动”，而是“监督”这个要素。

［２］应收账款收款核销原本是公司必须作出判断的工作。当公司未能完

全收款，不能进 行 核 销 时，与 付 款 方 进 行 确 认 才 能 知 道 付 款 方 的 意

图。也有可能是由于对方手头资金不足，而 未 能 付 足 全 部 货 款。因

此，调查逾期应收账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部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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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点

为了确保“公司健 全 的 构 造

体 系”，而 不 断 进 化 的 内 部

控制

内部控制的产生和发展：美国萨班斯（ＳＯＸ）法案、日本

版ＳＯＸ的导入是广义内部控制的胜利

Ｏ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ａｉｎｔ～? ＧｏＭａｒＣｈｉｎＩｎ～ ?

　　Ｏ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ａｉｎｔ～ Ｇｏ～ Ｍａｒ～ＣｈｉｎＩｎ～ ?

　　　　ＬｏａｄＩ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ｉｎｔｈａｔＮｕｍｂｅｒ～ ?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ａｉｎｔ～ Ｇｏ～ Ｍａｒ～Ｃｈｉｎ～Ｉｎ～ ?

“圣者的前进”是一种最古老的迪克西兰爵士（ＤｉｘｉｅｌａｎｄＪａｚｚ）音乐的

代表作。２０世纪初在美国新奥尔良把爵士乐确立为音乐类型的时候，内

部控制的概念也得到了确立（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左右）。

当时内部控制的 焦 点 是 现 金、支 票 的 管 理，以 及 与 之 相 关 的 支 付 处

理。内部控制的原型是“防止与现金、支付相关的舞弊行为的架构”，因为

当时代表性的舞弊行为是员工私自花掉了现金，或是下一番工夫掩盖不

正当的支付等行为。

从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西方列强为富国强兵，飞速发展重工业。随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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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的扩大，内部控制的概念得到发展，蜕变为“确保构成财务报表数

据的每笔业务是否都得到正确执行的架构”（这段时间爵士乐中心转移至

芝加哥发展出了摇摆爵士乐（ＳｗｉｎｇＪａｚｚ）音乐）。

随着企业依靠银行贷款或者从股票市场融资的普及，财务报表作为

对企业进行评估的资料，其重要性的凸显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另一个原因

就是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审计师对公司所有的业务进行验证变得愈加

困难，这样审计师需要有一个不对全部业务进行检验就能完成审计工作

的理论。也就是说，“首先确认业务是否被有效地管理，比起直接验证每

笔业务要有效率得多”。

这个概念成为（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公布以前的）对内部控

制实施评价的理论依据，即在每个会计期间的期中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

评价，在此结果的基础上决定期末余额审计必需的样本数量，通过合理的

确证使工作最有效率。

▼ 广义的内部控制及狭义的内部控制

第二次世 界 大 战 后 的１９４９年，美 国 发 表 了 美 国 审 计 程 序 委 员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ＡＩＡ）的 特 别 报 告 书，将 预 算、统 计

分析、标准成本、员工培训计划等与财务、会计处理不直接相关的事项都

包含进了内部控制概念中。内部控制的概念进一步得到了扩大（这就是

所谓的广义的内部控制）。

与此相对的是，主要的会计师团体在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发行的《案例研

究及审计》手册中，将需测试的内部控制的范围限定为会计控制。审计师

所了解的、同时需要验证的是和会计处理相关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会

给审计师带来很大的困扰（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内部控制）。

但是，到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由于环境问题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

扩大，对于应该最了解企业情况的外部注册会计师，社会赋予了他们更高

的责任，要求其超越原来验证财务报表数字的职责，做到“对企业内部控

制进行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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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代，注册会计师由于管理层粉饰报表的行为而被追究责任的

案例不断出现，１９８８年公布的审计准则公告５５号（ＳＡＳ５５）中明确指出，

作为审计程序的其中一环，外部审计人员有义务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的构

造，并对风险进行评价。

另外，１９７６年发生的Ｌｏｃｋｈｅｅｄ事件，是美国的知名企业向日本、荷

兰、墨西哥等国政府高官行贿事件被曝光，并且造成了日本当时首相辞任

的重大事件，在美国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内部控制对管理层行为的监控是

否有局限成了问题的焦点。内部控制本来是由业务流程层面的内部牵制

发展而来的，所以的确可以说是有局限的。

将上述发展过程综合起来的是１９９２年公布的美国ＣＯＳＯ内部控制

整体框架报告（参看第一章注释１）。这里定义的内部控制框架是在最初

的控制活动（业务流程层面的内部控制）基础之上，增加了控制环境（公司

管理及企业文化）、风险评估、监督（内部审计的机能）、信息及传达（信息

系统等）等内部控制的要素而形成。可以说，内部控制的概念也由此进一

步发展成为了“确保公司健全的构造体系”。

另外２００２年美国企业改革法（即萨班斯法案，美国ＳＯＸ法案），将原

来只作为财务报表审计的辅助程序的内部控制评价一举提高到准主角的

地位。就受美国证监会（ＳＥＣ）监管的在美上市企业而言，管理层有义务

对财务报表的公正表述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宣誓负责。同时，外部审计

师除了出具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外，还必须出具针对企业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审计报告。

但是，美国ＳＯＸ法案和与其相伴的ＳＥＣ规定都限定了“对财务报表

产生影响的”内部控制，从这一点继承了狭义的内部控制概念。由此，我

们将其称为“准主角”。

▼ 比较一下舞弊行为的内容

这里，让我们回到２０世纪初，内部控制概念形成之初的中心是现金、

存款的管理及支付程序。从那时算起，正好是在１００年后的２００２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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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契机却是针对舞弊行为，比如管理层粉饰决算、虚增

利润和销售额等，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照呢？见表４１。

表４１　１９００年代与２０００年代舞弊比较表

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具有代表性的舞弊 诈取现金 粉饰决算

舞弊实施人 员工 管理层

相关会计科目 现金及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利润、销售收入

内部控制的焦点 现金及银行存款管理，支付程序 公司层面内部控制

与采购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的原型：内部控制的原点是

采购和支出的检查和控制

说到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公司规模还很小，还没有ＩＲ（投资关系）的理

念，连信息系统的影子都还没有出现。介绍一下作为内部控制原点的采

购循环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下面列举的未必是上世纪初企业情况的忠实再现，但都是采购循环

中重要的内部控制行为的原型。

 采购申请部门，填写请购单。

 采购部门批准请购单内容，制作订单，在传送给供应 商 的 同 时 将

其中的一联交于验收部门和会计部门。

 验收部门验 收 实 物 后，把 从 供 应 商 处 收 到 的 货 物 与 订 单 联 相 对

照，确认无误后收货，填写入库通知单交给会计部门。

 会计部 门 负 责 应 付 账 款 的 人 员 收 到 从 供 货 方 传 来 的 发 票（Ｉｎ

ｖｏｉｃｅ），在与订单及入库通知单对照无误后装订到一起。（凭证）

 会计部长（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在记账凭证上盖付讫（ＶＯＩＤ）印章，交付财

务部门。

 财务部长（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１］确认盖好ＶＯＩＤ印章的凭证内容后，签署

支票送交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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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部门负责银行余额调整的人员进行银行余额调整。

希望大家从中可以明白这样控制的目的：使单独一个分管人员、管理

者或者一个部门、即使是会计或者财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轻松地实

施舞弊行为。特别是账簿和实物（支票）是分别由会计部门和财务部门管

理的，这是职责分工的一个要点。假设财务部长不正当地签发了支票，由

于和会计部门掌管的账簿记录不符，在银行余额调整时就能被发现。而

会计部门之前填写、处理的凭证，都会经过后续部门的检查对照。

在交易频繁、信息系统发达的现代社会，仍保持像上文那样的内部控

制行为的公司当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欧美企业，尽管在形式上多少有

些变化，但还是基本遵循了以上原则。

日本大部分的企业没有遵循这些原则，与其说是因为利用了信息系

统或者为了提高效率，不如说多数时候仅仅是因为假设了“员工不会发生

舞弊行为，或者管理者不可能舞弊”的前提。比如说会计和财务的职能分

工，就算是很大的企业，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也很多。我们当然还是希

望分别设置会计部门和财务部门，如果不是这样，至少出纳和账务记录人

员必须要明确职责分离。

在中国，财政部１９９６年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明确记载了出纳

和会计工作分离的必要性。这一点是被广泛认同的，但会计部门和财务

部门的分离还不是那么普遍。此外，特别是私营企业，老板往往会亲自确

认每一笔支付，做成它的内部控制。上述例子中的职责分工往往有得不

到重视的倾向。

正如第一章中讲到的那样，控制环境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

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建立适当的架构体系，使采购和支付相关部门的分管

人员或管理者即使有舞弊的念头，也不可能单独地完成，或者当发生舞弊

行为时能够及时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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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文中“财务”一词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也包括了会计业务。本

文中笔者提到的财务部门和会计部门的分离，是将财务部门认 定 为

主要负责资金管理（Ｔｒｅａｓｕｒｙ）的部门。

此外，日语中的“财务”仅指资金管理（Ｔｒｅａｓｕｒｙ）这一狭义概念，

与中文的财务相对的词语 是“财 务 会 计”。有 趣 的 是，日 语 中“经 理”

一词与中文的“会计”是同样的意思，日本大部分公司的会计部门都

称为“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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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的 采 购 行 为 都 必 须 获

批准

业务循环：关键是以哪个业务循环为对象

本章的主题是采购前半部分的下单及请购。在采购循环中，不仅包

括了原材料、零部件的一般意义上的采购，还包括了外包加工费、水电费、

交际费、广告宣传费、销售手续费等（工资和税费除外）所有和支付相关的

业务流程及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

提到广告宣传费和销售手续费，有人可能会问：“这个不是应该属于

销售吗？”这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业务循环的概念。相对于业务流程

（一系列业务）这个一般术语，“业务循环”是考虑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

控制时的一种划分方式，包括生成相关会计科目数字的一系列业务流程。

其他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一些辅助设计内部控制的软件工具中也许

并不使用“业务循环”这个字眼，即便如此，他们也一定会关注各主要业务

流程与哪些会计科目相关联。

日本版ＳＯＸ中，与 采 购 循 环 相 关 的 商 品 和 原 材 料 的 购 入 通 常 作 为

“与企业经营目标密切相关的”业务流程而成为一般评价的对象，而大多

数的费用项目则不一定有必要作为评价对象。但是，由于行业的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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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化妆品行业等，广告宣传费用甚至超过了产品成本，因此比起采购、存

货循环来，也许有时候广告宣传费更值得评价。又如对于制药行业，研发

费用可能就尤为重要。

而在美国ＳＯＸ法案中，普通费用原本就是评价对象，但有时也会根

据ＡＳ５（审计准则第５号），按照风险导向的观点进行判断。

▼ 最能恰当说明的业务循环

像表５１表述的那样，销售循环除了销售收入、应 收 账 款 以 外，还 有

产生销售折扣、坏账准备金等与损益相关科目金额的业务流程，以及其中

所包含的内部控制。与此相对应，采购循环则包括了各种费用的发生和

支付。从业务的角度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好理解，但是毋庸讳言，广告宣传

费，以及与销售相 关 的 运 费、保 险 费、销 售 手 续 费 等 等，都 是 采 购 循 环 的

对象。

表５１　一般的商业循环

业务循环名称 主要相关会计科目

销售循环

（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ｙｃｌｅ）
销售收入、应收账款等

采购循环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ｙｃｌｅ）
销售费用、应付账款、应付费用、预付费用等

存货循环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ｙｃｌｅ）
存货、销售成本等

固定资产循环

（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Ｃｙｃｌｅ）
固定资产、折旧等

资金循环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Ｃｙｃｌｅ）
借款、投资、投资收益、利息费用等

人事薪资循环

（ＰａｙｒｏｌｌＣｙｃｌｅ）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退职准备金等

税费循环

（ＴａｘｅｓＣｙｃｌｅ）
应交税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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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也有一些业务流程，很难将其归属到某个商业循环。比如

说销售发生之时，“借：应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这个销售循环的会计

分录和“借：主营业务支出，贷：库存商品”这个存货循环的会计分录同时

发生。同样，从采购方收到商品时的“入库”会计处理，也涉及采购和存货

两个循环。

对增值税来说，也是销售时发生销项税额，采购时发生进项税额，在

决算时相抵后向税务局申报。

总之，在考虑会计科目和披露事项的前提下，尽可能恰当地把业务放

到内部控制业务循环中。

业务和内部控制模式存在很大差异时，可能对于同一业务循环需要

进行多次文件化和测试的评价工作。比如说，存在“总公司采购”和“工厂

采购”两种平行的业务流程时。另外，在金融行业和建筑行业等具有特殊

会计科目的公司，也设有专门说明这些会计科目的独特的业务循环。

还有，固定资产的取得、清理、折旧都属于固定资产业务循环，利息属

于资费循环，由此产生的应付款项及其支付通常属于采购循环。固定资

产减值测试，可以作为固定资产循环，也可以作为决算及财务报告流程的

一部分进行评价。

订单的批准：所有的下单行为都有必要经过适当的斟酌

和获得批准

现在，让我们进入本章的主题———“采购”。

所有的支付（除了工资和税费），都伴随着下单的动作。也许交际费、

销售手续费等费用并不使用“下单”这个字眼，但请从提供服务及发生与

之相对应的付款约定的角度广义地进行理解。

采购循环中的所有下单行为，都有必要经过适当的斟酌并获得批准。

这是与销售循环对照而言的，销售循环的“接受订单”，只要在许可的价格

和信用额度内，从内部控制的观点出发，没有要求对收到的个别订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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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除非是有特别幸运的公司，否则从客户那里取得订单都是很不容

易的工作。反之，向供应商下订单则是很简单的事情，公司的审查和预算

只要稍有松懈（而且只要是公司出钱），立刻就会想到要解囊了，这也是人

的本性吧。

由于这种原因，“下单”是容易产生舞弊行为的业务之一。从业务层

面来看，这是一个需要常年对其适当性进行斟酌的业务流程。我们也能

看到一些例子，仅仅是不当花费了几万元就导致了企业的重大丑闻。

说到采购的批准，像巨额采购和附带特殊条件的协议，需要经过书面

请示或通过经营会议讨论同意等特殊流程；而类似交通费、办公用品采购

等则可以通过诸如事后汇总报批的简单流程来处理。在框架合同中约定

价格和数量的上限，数量和交货期则通过个别订单来实行的情况，框架合

同当然要得到负责人的批准，而个别订单视权限规定等情况则可由担当

的业务员来判断定夺。

对于组装生产企业，有时材料需求计划系统（ＭＲＰ）中各零部件的需

求数量被直接转发给供应商实施订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

对产品生产计划的批准可以视同对订单的批准。

订单的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下订单时至少要对

价格、供应商、订货数量、用途及交货期等进行斟酌。

不同采购模式下的采购内容及审批要点见表５２。

表５２　各种采购模式中主要的采购内容及一般审批要点

缔结框架合同的模式 ＭＲＰ下单的模式
个别采购且使用

采购申请的模式

品种 框架合同或订单 基于生产计划的需求量 采购申请

数量 框架合同或订单 基于生产计划的需求量 采购申请

供应商 框架合同 （一般为）框架合同 个别合同

价格 框架合同 （一般为）框架合同 个别合同

交货期 订单 框架合同、需求量 采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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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申请部门和采购部门的分离：采购功能的设置从经

营角度出发也是个重要课题

在采购的内部控制中，最重要的是订单或者个别合同的审批，其次可

能就数“采购申请”了。

内部控制局限性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就是采购环节中的“内外

勾结”，也是风险最集中的情况。极端的例子是，甚至有管理层亲自长期

向供应商实施不恰当的订货而拿到巨额回扣。在这样的案例中，“管理层

亲自”这一部分，就是被称作“管理层越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ｒｉｄｅ），而这

也是内部控制的另一个局限。

将采购申请部门和采购部门相分离，是为了降低这种如内外勾结等

不正当采购行为的风险。具体而言，是将对外部下订单的功能集中于采

购部门，需要物资或服务的各部门填写采购申请书交管理层确认购买的

恰当性，批准后提交采购部门，采购部门从经济角度研究后再下订单的形

式。供应商的选择虽然也可以考虑由需求部门提案申请，但原则上应该

由采购部门决定。采购部门其实是总务管理性质的部门，该部门需要的

基本上仅限于办公用品之类。

虽然在使用采购申请书的情况下，订单的批准、下单以及买卖合同一

般都是由采购部门的管理者签名、盖章，但采购申请部门对于采购申请书

的批准实质上实现了向采购部门管理者的权限转移。

▼ 集中采购的优势与劣势

采购功能的集中从业务层面考虑有以下优势：

 全公司所有需要集中起来，订货数量可以成为价格谈判的筹码。

 因为有采购的专门部门，就可以在经过充分研究比 较 供 应 商、价

格以后再下单。

反之，采购功能的集中也有以下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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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部门不熟悉特殊物资或者需要专业知识的物品和服务，无力

对供应商、价格进行研究比较。

 紧急／灵活采购和订货较为困难。

从固定资产到办公用品，基本都可以将其采购归并到一个部门。但

是对上述劣势明显的特殊物资或服务进行采购的话，集中采购的形式可

能不适合。

例如，商社（贸易公司）这种经营形态，它是由商品采购和销售并行的

多个营业部门构成。营业部门并非单纯地从事销售，其工作内容还包括

了在考虑销售机会和利润的基础上的采购行为。这样的情况，想将采购

功能向一个部门集中和发出采购请求的概念就不适用了。可以想象，如

果集中采购，那么根本就无法开展业务。但是，由于商社的经营模式是将

采购来的商品直接卖掉以获取利润，一般说来利润率都相对较低，所以将

商品以不当的高价购入以获取回扣的空间和可能性也较小。

因此，在探讨内部控制时，应该考虑具体的业务环境。依据这样的经

营环境和状况（称作“固有风险”），每种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应该根据实

际的需要而变化。

▼ 保持适当采购业务形态的意义

很多制造业企业非常关注与采购申请有关的内部控制。包括集中采

购在业务上的优势在内，适当的采购业务形态在企业战略层面上也具有

很大的意义。

例如，日产汽车经营状况的扭转，据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集中采购

选择供应商，从而在短期内实现了采购费用的削减。此后，日产在重新考

察选择供应商的基础上，与选定的供应商构筑了长期合作关系。这是建

立并保持适当采购业务形态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采购功能的集中，在日本也是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对日本企业大多

以工厂为单位集中，欧美企业常常是集中全公司范围内的采购。这也可

以认为是日本企业多数与供应商构筑了长期关系、共同提高品质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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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所谓的“产业集群”的做法，适合比较分散的采购。

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近几年为了防止舞弊和规范采购流程，也有从

分散采购向集团统一采购转变的倾向。

在制造业中，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品质”会对后续制造工序的不

合格品率，以及对 之 后 售 出 产 品 的 退 货 率 和 投 诉 件 数 产 生 有 很 大 影 响。

显而易见，这些影响是无法以“低价”来交换的。

另外，针对“交货期”，特别是像供应链术语中的“关键部件”那样不可

欠缺且从订货至 交 货 的 时 间 又 很 长 的 部 件，关 键 是 尽 量 缩 短 其 交 货 期。

缩短交货期，尽早将销售趋势和需求预测反映到生产上来，这对于防止错

失销售机会或产生不必要的库存堆积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像这样的采购中的深层意义，欧美企业并非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也

容易在短期利益的压力下，看中集中采购的低价位。反之，在很多日本企

业都能见到的“哪怕没有利润也要做最好的产品”的现象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的思维模式。而近年来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中国，原材料或

零部件的采购方可能更为强势，既追求低价位，又要求高品质的现象较为

普遍。

就笔者看过的很多公司来说，制造部门和采购部门关系不融洽的问

题，在东西方基本都是一样的。在对公司总体的目标、指标进行分析斟酌

的基础上，为实现目标构筑一个“不是部分最优，而是总体最优的业务流

程以及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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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考虑舞弊行为

本章要介绍的是业务流程层面内部控制的重点：支付及与其相关的

控制。第四章已经说过内部控制的原点是防止采购与支付流程中舞弊行

为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所举的内部控制原型（２０世 纪 初）中，发

票（Ｉｎｖｏｉｃｅ）核对之后的动作。

 会计部门中负责应付账款的人员收到从供货方传来的发票，在与

订单及入库通知单对照无误后装订到一起（凭证）。

 会 计 部 长（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在 记 账 凭 证 上 盖 ＶＯＩＤ印 章，交 付 财 务

部门。

 财务部长（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确认盖好ＶＯＩＤ印章的凭证内容后，签署支

票送交供应商。

 会计部门负责银行余额调整的人员进行银行余额调整。

让我们来比对上述流程，展开探讨。

发票核对：没有按照原则的情况很多

会计部门必须将①采购方送来的发票、②订单的复印件、③验收部门

的入库报告这三类文件进行核对。这一核对工作是确保会计部门能够将

正确的应付金额通知财务部门的重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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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理由而没有按照上述原则实施的情况很多。

以下介绍一下核对工作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例子。

▼ 例１：根据发票记录采购

在销售（２）中也已经提起过，发票的发行由税务局负责，这是中国的

发票形式在税务上和会计上的处理要点，也是世界上较少见的例子。发

票成为管理的要点，同时严格执行付款请求的核对和凭证交付、保管的情

况很多，但有时在采购环节也能看到因过于重视发票，本来应该实施的会

计处理没有得以实施的情况。

实务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实施了购货入库验收，但是发票还未到时，

不进行入账处理的情况。较多的公司都会按照销售的确认标准正确地实

施会计处理，但对于采购的入账，很多情况下都会以收到发票作为确认采

购的时点。

在会计处理上，应该以每次验收入库的事实为基础入账。实务操作

确有困难的话，至少也应该在期末（上市公司的话至少是每季末）确认有

没有已验收入库但发票未收到的采购并适时入账。

此外，在中国，在采购确认的时点一次记账的情况较多，但其他国家

有在验收入库时和收到付款通知书时分别做两次分录的情况。

例如，导入ＥＲＰ系统的公司在验收入库时也会使用“应付暂估”或者

“ＧＲ／ＩＲａｃｃｏｕｎｔ”等暂挂科目，在对照付款通知书时借记该暂挂科目，贷

记应付账款。

▼ 例２：核对工作不是由会计部门，而是由其他现场部门实施

大公司中，如果将所有发票汇总到会计部门，那将会是巨大的数量，

因此从合理化观点角度，在日本有时会见到由现场部门实施发票核对的

情况。在中国，通常是现场部门在实务中将纸制凭证交给财务，由财务保

管。这之中又有两种情况：（１）现场部门（通常是采购部门）把发票交给会

计部门，由会计进一步进行核对；（２）现场部门将核对完的发票和采购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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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甚至有时还包括入库单）交给会计部门。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发票内容是否正确可能只能依赖现场部门（如

采购部门）进行判断。另外，在日本这样操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供

应商按月开具发票的情况很多，哪些采购应该当月开具发票，只有现场部

门才能进行判断。

但是，是否原本就是适当的订单，应该在采购流程中判断，而不是由

会计部门在核对发票时再考虑。

会计部门在发票核对工作中应该发挥的检查功能如下：

 发票金额与应付金额一致；

 发票本身的真实性，没有伪造或篡改；

 支付条件和采购方银行账户与事前登记录入的信息一致；

 近期没有同样金额的付款要求（避免重复支付）。

因此，虽然发票核对是内部控制中非常重要的行为，由于从业务来看

属于相对简单的工作，所以这一工作有时会被考虑移交给近年流行的“共

享服务中心”（Ｓｈａｒ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进行管理。共享服务的概念是将多

个部门或集团公 司 中 相 同 的 业 务 在 一 个 地 方 进 行 集 约 式 管 理 以 提 高 效

率，会计、人事等职能部门中比较简单的日常操作事务经常会成为集约管

理的对象。

“间接部门的瘦身”是多数管理层孜孜追求的目标，即使将应由会计

部门完成的简单工作移交给现场部门，表面上也只是减少了管理人员，没

有实际意义。从内部控制的观点来看，如果负责核对发票的人员与制作

订单、批准订单、入库（验收）等的业务实施者是同一人或在同一部门，发

生舞弊的风险就会增加。例如，上述的第（２）种情形中就容易产生职责分

工的潜在问题。

此外，原则上应该由发票核对部门直接从供应商那里收到发票，以杜

绝可能的篡改发票行为。

在中国，一般不会 有 篡 改 发 票 的 情 况，但 如 果 发 票 与 依 据 凭 证 有 差

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多数公司会根据发票进行处理。因为红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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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票的重开比 较 困 难，有 时 即 使 有 一 点 差 异，也 只 能 根 据 发 票 进 行 处

理。但是，如果收到与经济事实有差异的发票，而按照发票处理的话，会

导致发票核对这一重要内部控制失效的风险，所以应该设置一定的标准，

对收到发票的差异进行分析，并批准、记录分析结果。

▼ 例３：仅将发票与系统中的入库数据进行比较核对

例１讨论了“何时”入账，例２讨论了应该由“谁”来核对，那么这里打

算讨论的就是与“什么”进行核对。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２０世纪初风格的“入库报告”中，一般只记载数

量和品名；换言之，从订单数据中取得价格，从入库数据中取得数量，再计

算要支付的金额并记账，将其与供应商开来的发票核对，这就是发票核对

的原型。

在现代使用信息系统的企业中，将订单的复印件和入库报告以纸张

的形式交给会计部门的情况应该不多见，验收部门等会将入库数量在系

统中登记，然后由系统自动计算要支付的金额，并传送给发票核对部门。

那么，是否可以不需要与订单核对呢？不可以。订单的核对对于确认入

库及记账所依据 的 订 单 的 真 实 性、牵 制 验 收 部 门（以 及 应 付 款 项 计 提 部

门）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以纸张形式将验收入库凭证交付财务的情况比欧美和日本

更多，有时与订单（数据）的核对比较马虎。

因此，除非信息系统能够很好地控制杜绝将虚假订单入账的情况，否

则，必须对相应订单的真实存在性进行确认。

▼ 例４：仅将费用发票或收据交付会计部门（无法核对）

费用通常没有“入库”的动作，那么应该与什么核对呢？

前面已经讨论了会计部门（发票核对部门）原则上应该做的是将“应

付金额”和发票 这 一 外 部 凭 证 相 核 对，并 且 确 认 订 单 或 费 用 批 准 的 真 实

性。费用的种类很多，处理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可能引发舞弊行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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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发生的费用实施批准并确认发票与费用的性质相符。

首先，费用的发生金额，原则上应在事先经现场部门负责人批准。对

于那些发生金额事先无法准确确定的费用，则应该先批准一个预计金额，

事后再对预算和实际发生的差异进行批准。

会计部门（发票核对部门）应将该已批准的发生金额信息与发票核对。

与物资采购同样需要实施采购申请及订单程序时，发生金额信息应该和记

账金额一致，这个信息有时包含在经批准的采购申请书这样的文件中。

无论何种情况下，对于费用支出，其应付金额的确定（如果在物资采

购中，则是由验收部门确定）和对该发生金额的批准（如果在物资采购中，

则是采购部门确定）通常由同一部门实施，该部门必须将实际资料或记录

于其他载体上的信息与发票进行核对，仔细检查发生金额批准的痕迹和

外部发票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此外，用以核对的该两类文件应当由不同

途径、不同人员向会计部门（发票核对部门）提供。

对于大额费用，建议也应该实施相当于入库（验收）的类似行为。例

如，进出口的海运 运 费 等 发 生 金 额 经 常 达 到 数 万 元，如 果 全 部 检 查 很 困

难，可以考虑在抽样基础上或者对金额较大的部分获取港口的测量报告，

再与发票内容核对。

对于广告宣传费，可以考虑通过抽样检查，或者委托专业市场调查公

司的方式，确认与广告公司签订合同时确定的播放量，与电视广告中实际

播放量是否一致。

反之，对于那些小额费用，可以由经办人将（已批准的）发票、收据交

给会计部门。这时，需要互相核对的三类文件变成了一类。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认为发生金额的批准行为是在事后，并且由费用发生部门连同

发票核对的动作一起实施，会计部门仅实施会计入账。不过，由于这样的

处理与职责分工不吻合，所以必须将其限定在一定的小金额范围内并明

文规定。此外，还应该关注是否存在发票、收据“没有”被使用部门批准的

情况；如果有，应该作为极少的例外事项处理。

传统的会计部门应该对各现场部门的费用发生是否适当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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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监控角色非常重要。然而，正如例１中所提到的，笔者认为发票核

对行为不应该承担如此高度的检查功能。“费用发生内容的适当性的斟

酌”本质上相当于物资采购中“对发出订单的批准”，原则上应由发生费用

的现场部门事前实施。

▼ 例５：公司将“支 付 通 知”发 送 给 供 应 商，无 需 实 施 发 票 收 到、核 对 的

行为

在商业流 程 重 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ＰＲ）流 行 的 时

期，制造业尤其是组装型产业已经大量采用这样的方式，即不是由公司将

“应付金额”同供应商开 来 的 发 票 进 行 核 对，而 是 由 供 应 商 将“应 到 账 金

额”同公司发来的支付通知相核对。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流程来减

少工作量。

在中国这样的方式还不多见，在一些日资企业的中国子公司可能会

见到。

采用这样的方式时，需要讨论在内部控制上是否有问题，如果只采取

发票核对，控制上还是有薄弱之处的。

首先，实施发票核对时，如果采购方的发票金额大于订单金额，那么

一般会与供应商商议并调查原因；反之，如果发票金额小于订单金额，则

可以先放任不管（当然，最终这也应该进行商议，调查）。与此相对的，使

用支付通知方式时，供应商会就公司由于计算错误等而导致支付通知金

额小于应付金额的情况与公司电话联系，而如果是支付通知金额大于应

付金额的话，自然供应商也很可能放任不管。

此外，一般部门员工如果企图在支付时实施舞弊行为的话（假设他已

经回避了供应商主文档中的支付信息等基本控制），核对发票时，有订单、

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以及外部发票对其进行牵制。而在支付通知的方

式下，不进行与订单数据的核对，只要收款方自身没有异议的话，款项就

会被支付，因此，只要能够计入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支付的舞弊行为

就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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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组装型产业中实际使用支付通知这一方式时，我们也可以考虑

设置一些相应的条件，比如只限定于支付给有长期供应关系的供应商，并

且签订基本合同明确供货品种和价格等。通过这样的条件限制，虚构支

付对象、虚构计提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就会很困难，所以不能一概而言

这种方式一定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只是至少当限定了一定的状况和交

易对象，并且相信支付金额计算处理不会发生差错时，才可以采用支付通

知的方式，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其风险。

支付：注意支付流程系统化部分

在讨论支付处理之前，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与支付相关的职责分

工。前文提到的２０世纪初的例子中，开始出现了会计部长和财务部长的

职务分离。在现代，多数情况下会计部长和财务部长不亲自处理业务，且

要求支付的记账人员和实际出纳人员必须分离，并希望分属不同部门的

不同管理者。

实施支付的人员如果能够同时进行银行余额调整和拥有系统中应付

账款记账的权限，可能产生怎样的舞弊行为恐怕已无须说明，实际上，笔

者也在不少公司看到过类似的不当事例。让我们在假设满足基本的职责

分工的前提下来讨论现代的支付模式。

▼ 企业银行业务系统（Ｆｉｒｍ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的控制

以前的支付都是使用票据，而现代的主流是在企业银行业务系统中

输入信息，或者系统中生成支付文件，通过磁带、内存、Ｕ盘等其他媒介汇

总提交给银行进行银行转账支付。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即便是通

过这种方式，如果没有同样的控制，舞弊行为还是会发生。

虽然汇票支付方式有所减少，但还是有不少公司在使用。票据的管

理一般较好，例如空白票据和未使用支票应在金库妥善保管；空白票据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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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编号，银行章只能由管理者加盖等，而这些在企业银行业务系统的管

理中有时就非常松散了。

企业银行业务系统的软件，通常不是在服务器上而是由财务相关人

员的个人电脑进入；此外因为是资金的直接处理，所以大多并没有信息系

统部门的参与，因此，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充分地实施使用计算机时所需要

的内部控制。例如，密码长度下限、定期变更、业务必要权限的分配、权限

的定期更新等。

实际上在笔者自己看到的多家公司中，有以下一些情况：

 企业银行业务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由多人共有，人员离职时不适

时变更；

 密码只有４位，而且还有相同的英文字母或数字；

 安装有企业银行业务系统的电脑设在办公室出入口附近，而且办

公室进入没有门卡的限制；

 负责确认到账的人员拥有与其业务不相关的付款权限；

 负责支付的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不经管理者的批准而没 有 上

限地付款。

最后的事例可以在很多公司看到，负责支付的人员如果受到诱惑决

定去南美欢度余生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说，支票的签字和票据的盖章

这样相当于管理者“批准”的行为，在企业银行业务系统也是不可或缺的。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如下控制：

 在系统中批准支付：企业银行业务系统内的一个功能是设置只有

以管理者用户名登录批准才可以完成支付处理。而且，管理者账

户没有输入金额的权限，只有负责支付的员工的账户才可以实施

金额的输入。

 传 真 确 认：将 有 管 理 者 签 字 的 传 真 确 认 件（付 款 委 托 书）送 交 银

行，由银行工作人员对企业银行业务系统中输入的金额与传真确

认件核对。

 账户余额 限 制：（补 充 控 制）在 企 业 银 行 业 务 系 统 中 设 定 账 户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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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者单笔转账的金额上限。

▼ 生成、送交的支付数据无法篡改

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中，针对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的内控

评价，因为评价者必要技能的不同，而由不同人员负责的情况很多。如前

所述，企业银行业务系统往往不由信息系统部门直接管理，所以相关控制

活动很容易被从信息系统部门管理的范围中遗漏。相反，从业务流程相

关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企业银行业务系统也是“不怎么搞得明白”的系

统之一，应该由系统方面的专职人员来负责，或者认为因为是系统处理所

以无论如何应该是安全的（当然并不是这样）。

如果是从基础系统中生成磁带或支付文件，“确保应付账款／其他应

付款无法篡改”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笔者曾看到过这样的例子，生成支付

文件后，会在企业银行业务系统中处理，“支付文件只是单纯的文本文件，

包括金额都是可以自由改动的”。发生这种情况时，当然就必须与在企业

银行业务系统中人工输入时一样，实施先前所举的控制活动。

轮岗和长期休假：内部控制还是植根于文化中的事物

到现在为止本章 都 在 讲 述 会 引 起 怎 样 的 舞 弊 行 为 之 类 的 灰 暗 的 一

面，最后想以稍微轻松的话题结尾。

轮岗和长期休假制度作为内部控制最早 出 现 在 文 献 资 料 上 是 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内部控制行为之一。

设置轮岗使得人员或部门变更，在长期休假期间由别的人员负责该

职务，是旨在发现平时很难发现的舞弊行为的强有力的控制，包括与外部

的串通、外部凭证（余额对账单、寄存证明）的篡改等。

但是在美国ＳＯＸ法案或日本版ＳＯＸ中，轮岗和长期休假通常不被

认为是必需的内部控制行为（关键控制）。其他控制，例如“批准”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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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和斟酌”、“职责分工”是“业务的分担”等，这些都是与提高业务效

率目标一致的控制；相反，例如轮岗，可能被认为是违背业务习惯性和专

业性的。长期休假多在金融机构实施，在一般的企业并不多见。这一控

制在欧洲等有长期休假习惯的国家可能更能被接受。

在中国，轮岗和强制休假制度的实施作为内部控制的一环得到提倡，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记载了希望资金管理、采购、

衍生产品的相关负责人员以及销售领域的管理者实施轮岗，资金管理和

衍生产品负责人员等实施强制休假制度。

专栏　回扣与经济的文明程度

 内部控制的要点会变化，但是不能没有

有一个 世 界 贪 污 认 知 指 数 调 查［１］，根 据２００７年 参 与 调 查 的１８０个 国

家和地区中，主要的亚洲国家中，以印尼最差，排名１４３位，菲律宾其次，排

名１３１位；越南排名１２３位，泰国排名８４位，中 国 排 名７２位，韩 国 排 名４３

位，中国台湾地区排名３４位，日本排名１７位，中国香港排名１４位，新加坡

排名第４位。

行政努力等要素也起到了正面作用，但客观上来说还是经济发展越成

熟的国家和地区，贪污腐败的现象越少。

听说回扣等经济舞弊、贪 污 过 去 在 中 国 也 屡 见 不 鲜，随 着 经 济 的 高 速

发展，近几年情况已经有所 改 善，但 是，根 据 行 业 和 交 易 对 象 的 不 同，事 实

上还有很多存在的地方。

在印尼，有常常看到白纸黑字的报道，“政府取缔伪钞部门的制作完美

的伪钞”，“海上油田的输油管道装有偷油龙头，以油轮为单位偷油”，“正规

海军从事海盗勾当”等。

即使在企业内部，向供应 商 拿 回 扣，从 在 中 秋 节 和 盂 兰 盆 节 雁 过 拔 毛

般地索要礼金，到无限制地虚构订单，发生的频率都相当高。这被称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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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往来”，互相给予方便，希 望 得 到 回 报 已 经 成 为 了 习 惯，可 以 说 很 容 易 导

致回扣的发生（不过好像当 地 的 公 司 还 是 认 识 到，这 属 于 舞 弊 行 为 并 会 导

致公司利益遭受损害）。此 外，财 务 负 责 人 超 过 正 常 应 付 金 额 的 不 当 付 款

行为也时有发生。

在多数人的印象 中，发 展 中 国 家 内 部 控 制 薄 弱，而 且 舞 弊 情 况 较 多。

但是，其实内部控制薄弱和舞弊行为较多实际上是两回事。

根据美国ＳＯＸ法案和 日 本 版ＳＯＸ对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子 公 司 的 内 部

控制实施评价，会意外地 发 现 很 多 子 公 司 的 内 部 控 制 设 计、运 行 良 好。这

可能是因为对于真正危险的环节实施了实质的检查和控制。尽管如此，由

于存在同谋、伪造或盗窃等“内部控制局限”的事例，舞弊发生的频率高于

平均值。

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所谓各国内控评价相关法规所提及的制度

化的内部控制是如何与回扣等舞弊问题相关联的（在销售和人事领域的事

例当然也有，但首先让我们针对采购和财务考虑）。

（１）发出订单前需要询价，一定金额以上的订单需要取得多家供应商

的报价进行比较，并要确保竞价必须有实效。

（２）原则上个别的发出订单，支付批准应由管理层亲自执行。

（３）采购和财务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实施轮岗。

（４）检查采购和财务管理者日常生活中有否不同寻常的奢侈行为。

在以上描述内容中，根据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实施评价工作

时，（２）是会作为控制对象的，（１）和（３）通 常 很 难 作 为 评 价 内 容，但 可 以 考

虑添加“采购实施标准”等方法。但是，（４）是个人隐私问题，处理起来可能

有点困难。

如前所述，在各国内控评 价 相 关 法 规 的 模 板 式 评 价 工 作 中，较 难 发 现

舞弊方面风险问题的情况很多，但这样的评价自始至终只是表面的文件化

和验证工作，必须考虑子公 司 所 处 环 境 和 具 体 情 况，实 施 有 实 际 意 义 和 效

果的评价活动。

更不能忘记的是，无论在 哪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实 际 上 也 正 发 生 着 各 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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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舞弊行为，可能就在你 的 身 边。在 不 同 环 境 中 进 化 的 动 物，发 达 的 器 官

也有所不同。同样地，根据环境和文化的不同，要关注的重点会发生变化，

但重点本身一定会存在。

［１］名为透明国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简称“ＴＩ”）的国际非政府

组织所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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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是销售，制造等企 业 活

动的关键节点

实物的安全：为实现资产保全的主要控制

“实物的安全”可以说是最古老的“控制”。请想象一下中国和日本自

古以来的悬空式的谷物仓库。将谷物放在抬高的仓库里，可以避免水灾、

防止湿气，保持谷 物 干 燥 的 状 态。然 而，为 了 防 止 盗 窃 也 需 要 相 应 的 看

护。所谓实物的安全，不仅指防止盗窃，防风防水防火的对策、防止变质

退化的温度管理等保管状态的适用性也包含在内。

追溯到更远，一般认为“拥有”的概念和实物的安全是表里一致的关

系。根据自然人类学的研究，黑猩猩也有“拥有”的感觉，而“手中拿着、随

身携带”自然就是拥有的意思。

如今实物的安全是重要的控制。

美国ＣＯＳＯ内控整体框架报告是目前世界上内部控制架构的标准，

其中，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了“业务有效性及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和“法令等的遵守”这三项。

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中定义的内部控制基本架构中，除了ＣＯ

ＳＯ中定义的“业务有效性及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法令等的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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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三项外，还提出了“资产保全”。虽然看起来像是为了体现日本特色而

追加了这第四点，而 其 实 据 说 是 由 于 在ＣＯＳＯ制 定 的 过 程 中，资 产 保 全

是作为内部控制目标的候选项，所以并非日本原创。日本版ＳＯＸ的内部

控制目标不比ＣＯＳＯ更宽泛，而是将ＣＯＳＯ中已经包含在业务的效率和

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中的内容更明确地反映出来。资产保全与业务的效率

以及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很明确。像这样目标间的重复，在《实

施标准》中的“四项目标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也进行了说明。

在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第三条中

记载，“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

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

略”。与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相比，中国加入了“企业实现发展

战略”，一共有五项。这据说也是受到了美国ＣＯＳＯ委员会在２００４年９

月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影响。

毫无疑问，实物的安全是达成资产保全这个目标的主要控制。内部

控制架构中主要 目 标 之 一 的 资 产 保 全，不 单 指 存 货 资 产，还 包 含 固 定 资

产、越来越受重视的人力资本、信息资产，甚至是品牌价值。然而，本章的

主题是存货资产，即库存，让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以前，笔者曾和同事有过其他的讨论。比如，“投保保险”是否可以成

为实物安全的替代性的控制。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存货如果遇到破损、盗窃、火灾、风灾、水灾

等时，可以获得保险赔偿，所以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偿。然而从会计科目的

角度来说，存货和（保险）应收款是不同的。确实，即使实物投了保险，我

们也不能说就可以放松对实物的保管了。

然而，在自己公司区域内保管的库存当然是按照自己公司的标准来

确保库存的安全，而在途物资或者是委托存放的物资，基本上是委托运输

公司和委托方来管理。理想的内部控制也许是“对交易方或受托方的管

理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情况不良的话，就不与其进行交易或委托其保管”。

但实际情况是，不管法律或者合约上是否有相关补偿义务，为了确保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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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公司自己一般还是会对实物进行投保。

这里，笔者认为仓库、受托方或者承运方的补偿条款和保险投保是对

存货安全的一种补偿方法，存货资产大部分还是应该满足公司自己的安

全标准。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就好了。

实地盘点与数量变更的审批：基于“实际是否存在库存”

的重要控制

存货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历史也很悠久，在第三章采购中曾介绍过

２０世纪初的原型。

 仓库管理员（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进一步分为负责验收、发货、保管、保全

的人员）处理实物。

 库存管理员（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管理库存的记录。

 对应实物的出／入库，仓库 管 理 员 负 责 制 作 出／入 库 单，并 提 交 库

存管理员。

 库存管理员将出／入库单的原始凭证在账簿（库存收支分类账）上

记录。

是不是觉得与现代普遍使用的流程大相径庭？

与库存相关的内部控制原型在今天几乎都不适用。在欧美企业中，

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库存管理和仓库管理的情况很普遍，仓库管理员

将仓库／库存管理系统中的原始数据自动传送到会计系统中，最终实物及

其记录由不同的两方来管理。那么库存管理员负责哪些业务呢？他们负

责那些不应由采 购 部 门 操 作 的 价 格 录 入 以 及 运 输 的 安 排 物 流 等 相 关 工

作。我们作为审计师在考虑内部控制时，通常不强烈要求库存部门和仓

库部门的职责分离。

为何现代与２０世纪初的原型差异较大，可能原因之一就是通过信息

系统的利用，只需由仓库管理员输入一次即可的信息，库存管理员再重新

输入的话，很明显地，从成本效益角度看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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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最大的 原 因 是，存 货 是 能 够 通 过 实 地 盘 点 来 确 定 数 量 的。

即使实物和记录由不同的人员负责，对于实物被拿走这样的情况，职责分

工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实物安全的问题。当实际发生实物盗窃时，通过

实地盘点可以发现理论库存情况和实际库存情况的差异。

▼ 存货数量变更时的审批是不可或缺的

内部控制的局限之一是共谋。仓库、库存部门的下属和上司合谋将

库存产品运走的情况还算好，最恶劣的情况是会计部门和仓库、库存部门

的集体合谋，将理论库存数量修改至符合实际库存数量。这种情况，会在

账面上留下不符常理的修改记录。

因此可以说，不仅在实地盘点中要确认存货实物的存在，恰当地实施

存货数量修改的审批对于存货的完整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谓数量的变更，指的是根据实地盘点的结果调整理论库存数量和

实际库存数量之间的差异，以及发生报废、废弃，或库存转移。这样的修

改一定要在事前得到审批。

反之，根据销售订货的发货、根据采购订单的入库、产成品的入库等

之前已经得到审批的行为，其数量的修改不包括在内。库存商品的出入

库（特别是搬出）必须伴随有恰当审批的单据，并要求门卫、保安人员对此

进行确认是基本常识。对于客户的出库要有出库通知单。报废、废弃货

物的搬出，库存转移等，也需要相应的通知单。

此外，回到实地盘点的话题，要确定库存商品是不是真的在那个地方

这一事实，销售和采购循环的内部控制同样能够帮上忙。比如，如果产品

库存少于账簿数字的话，那么就可能是漏计了销售额（以及应收账款和销

售成本）；如果多出了材料和零部件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和采购相关的会

计科目漏计了。反之，如果比账簿数字还多的话，有可能是数据上显示了

出库而实际上还未出库，或者客户退货没有计入；如果少了材料和零部件

的话，则有可能发生领用或退货给供应商的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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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盘点应注意事项

此外，有部分种类的存货可能没有纳入库存记录的管理范围。换句

话说，就是没有对这些存货的收发进行记录。例如低值易耗品、促销品、

辅料等，往往会在购进（入库）的时点作为费用处理，期末再将剩余实物计

入库存的处理方式。如果不进行库存记录管理的话，就不会在期末产生

与实际库存的差异；这样的话，就很难发现偷窃或挪用的情形。我们必须

充分认识到这样的管理方法（或者说是不管理的方法吧）。我们必须按照

公司可以容忍的金额（或者即使发生差错，也不可能会超过财务报告的重

要性指标），对该类存货谨慎地予以限定。

此外，我们刚才说到库存实物和记录的职责分离可能在实际业务中

已经不太适用，但它却是实地盘点时的注意事项。我们认定有效的实地

盘点是库存盘点人员和记录人员两人一组进行。而且，这两个人中的一

人必须是日常业务中和库存业务无关的人员。

实地盘点中，其他应注意的事项是对于运输途中以及委托保管的库

存等不在自己公司场所保管的存货的盘点，或者使用替代的方法来进行。

这样的库存，往往 是 和 销 售 额 的 计 入 有 关 的。临 近 期 末 时 进 行 出 库、销

售、退货处理以后，往往有以委托保管的方式暂时存放在客户那里这种行

为，所以说有必要考虑将其确切地计入存货。

存货的估价：根据明确规定而不是随意地实施估价是很

重要的

采取了实物安全相关措施，实施了实地盘点（＋数量修改的审批），那

么关于存货数量的相关控制就完美了吗？有什么遗忘了吗？对了，是金额！

我们必须定期对存货资产的价格是否适当进行评估，希望在实施盘

点或者日常仓库管理时掌握由于物理损伤而使存货价值减少的情况。与

之相应，由于市场原因导致商品期望售价降低的话，也应该在账面上进行



第七章　存 货 管 理　 

?
６１　　　

分析。然而，要评估商品的跌价准备是比较困难的。会计的谨慎性原则

要求多计提跌价准备，然而不应允许由于过度谨慎而扭曲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业绩的行为。

因此，关于库存产品的老化，一般要根据其滞库时间等数据，客观分析

何种情况下应计提多少百分比的跌价准备，这个标准有必要作明文规定。

在中国的会计处理中，容易发生对老化或受损的存货、固定资产不作

废弃处理的问题。在美国和日本，库存和固定资产的报废损失在会计上

和税务上都能确认为费用，而在中国，为了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需要

到税务机关实施备案，并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必要时请专业鉴定机关出

具证明。但如果作为正常的“销售损失”一般是可以在税前处理的，所以

对于一些老化或受损的存货，与其作废弃处理，还不如在可能的前提下降

价销售。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公司因为不准备作税前扣除，认为

税务上不需要准备任何相关证据，而在报废处理时没有留下任何报废的

证据资料。这样的做法在内部控制方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会计处理

也需要相关的凭证支持。

此外，只在系统中做出入库的处理、替换保管期间、表面上缩短呆滞

期间等处理是不允许的。

专栏　库存和供应链

 库存减少的话，现金流就增加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库存相关的话题，也会涉及一些供应链的相

关内容。

如果用一句话表达供应 链 的 目 的，可 能 可 以 归 纳 为“（至 少 狭 义 上 是）

减少库存”的活动。这话听 起 来 可 能 觉 得 没 什 么 了 不 起，但 是 减 少 库 存 有

各种各样显著的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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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　库存和现金流的关系１

　　库存的保管费用减少了吗？是的，这是真正直接的费用。

相关管理成本也减少了吗？答对了！实地盘点变得轻松的话，说不定

审计师也会感到高兴……可以说，库存本身的费用的减少不过是该效果的

一部分。

那么，回答“现金流增加”的 人，则 具 有 相 当 丰 富 的 财 务 知 识。我 们 来

看一下图７１，从采购（支付）、制造、销售到收款的流程中，“库存的减少”＝

“库存平均滞留期间的减少”，那么投入的原材料和劳务费用就能够尽早回

收。粗略地说，“制造需要的 时 间＋平 均 库 存 滞 留 时 间＋应 收 款 回 收 时 间

－应付款支付时间”＝“周 转 资 金 必 要 的 时 间”，其 实 有 必 要 再 加 上 原 材 料

的库存期间、产品的流通期间等。

稍微转换下角度，可以 认 为 资 产 负 债 表 上 的 存 货 资 产 的 一 部 分 已 经

现金化了。见图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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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　存货和现金流的关系２

 新产品推出会明显地导致库存减少

事实上，随着供应链管理 的 进 步，减 少 库 存 的 最 大 效 果 在 新 产 品 推 出

时就发挥作用了。推出新产品的那一刻，现有库存就成了旧产品。如果不

等旧产品售完就销售新产 品，旧 产 品 就 会 滞 销；或 者 如 果 等 到 旧 产 品 大 致

售罄新产品再上市的话，新产品实际销售的时间就推迟了。

例如，若能减少平 均 每 月１０亿 元 的 库 存，假 设 年 度 销 售 额 有１２０亿

元，如果在不等旧产品售完 就 推 出 新 产 品 的 情 况 下，就 能 够 达 到 新 产 品 的

发布提早一个月的 效 果；或 者 等 到 旧 产 品 大 致 售 罄 新 产 品 再 上 市 的 情 况

下，就能减少滞销库存的 损 失１０亿 元。因 为 业 界 越 来 越 多 的 新 产 品 的 开

发让竞争变得越发激烈，能够提前一个月是无价的！

虽然那么说，胡乱减少库存会导致销售机会的丧失。如果是有季节性

的产品，于繁忙期前预先积累库存也很必要。为了不丧失销售机会而减少

库存，要同时提 高 需 求 预 测 的 准 确 度，在 整 个 供 应 链 上 提 高 信 息 的 传 达

效率。

因此，正如ＰＳ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ｅｓ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制造·销售·库存）平衡

一词，库存是销售、制造等企业活动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运营方法和战略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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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负 债 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其 减 值、折 旧 等 会 对 损

益产生很大影响

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固定资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产负债表的借方。

资产负债表另一边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主要描述了资金的筹措方式，

而企业实际上从事着怎样的经营活动，如何通过在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

中有效使用资金来提高竞争力，都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一边。

然而，“利润表”作为企业的“成绩单”一般更受重视，所以在处理固定

资产科目时，说得轻一点是“合法的灵活调整项”，说得重一点则是“可能

利用各种财务、会计手段合法地调整入账金额，并体现损失或收益”。就

此，近年来会计准则作出了诸多更新，以使“财务报表能够更合理地反映

企业的实力”。

美国ＳＯＸ法案规定应根据相关会计科目的金额重要性和风险程度

判断固定资产是否作为评价对象，但由于大部分公司会选择八九成的会

计科目作为对象，实际上很多企业将其作为评价对象的企业较多。

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规定了（在公司层面内部控制、财务决算及报

告流程评价之后）要对于“与企业经营目标有重大关联的会计科目相关流

程”进行评价。因此，除非是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固定资产，多数企

业可能不将固定资产科目作为评价对象。但是，实施标准中也提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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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业 务 流 程，可 以 作 为 评 价 对 象 个 别 追 加”，如“固 定 资 产 减 值 损

失”等。

在中国，财政部 办 公 厅 出 台 的《企 业 内 部 控 制 应 用 指 引》（征 求 意 见

稿）中专门设置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章节。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固定资产方面的通常的管理要点以及所要求

的内部控制。

租赁资产：合理地将表外／表内的判断以书面文件形式

记录

在日本，由于将固定资产转换为租赁资产会减少固定资产的列报，租

赁交易很快得到了普及。与之相比，中国的租赁行业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发达程度远不及美日等发达国家，但２００８年来随着需求的增长，固定

资产租赁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向他人借来资金购买固定资产并定期偿还债务，还是

租用他人的固定资产并定期支付使用费用，这两者的实物和资金流动很

相似。实际操作中，在使用期间、付款金额、租赁合同期满后的买入、合同

的更改或解除的罚则、改造、修理、使用年限和残值的估计等方面，要考虑

各种各样的合同条款或交易状况；实际上，实物固定资产的购入和租赁交

易的界限比较模糊。

然而遗憾的是，在会计处理上只有作为购入固定资产处理的融资租

赁（记入贷款和租赁资产科目，作为表内资产）和作为租用固定资产处理

的经营租赁（租金记入费用科目，作为表外资产）这两种方式。

在美国，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导入了与租赁会计相关的会计准则（１９７７年

１月以后开 始 适 用），详 细 规 定 了 在 何 种 情 况 下 应 以 何 种 方 法 处 理。 然

而，伴随着金融工程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租赁交易难以辨别是表内还是

表外，相应的租赁会计准则也随之进行修改，如此交替的情况不断发生。

例如，最低租赁付款额（ＭｉｎｉｍｕｍＬｅａｓｅＰａｙｍｅｎｔ）的现值（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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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ｅ）就是标准之一。笔者听到过这样的案例：使用保证包含最低租赁付款

额残值（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Ｖａｌｕｅ）保险产品的公司，正犯困于为了满足近年来由于

租赁相关会计准则的修改而支付越来越多的保险费用。

日本的租赁会计准则中有对于所有权转移以外相关例外的规定，实

务操作上绝大多数不记入表内业务。然而，日本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融

合的潮流正在加快，租赁会计的修改动向也呼之欲出。

而在中国，无论是新会计准则还是旧会计准则，除了土地租赁之外，

基本都与国际准则接近。

就内部控制角度而言，无论租赁资产在财务报表表内还是表外，都是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设施或设备，必须根据其重要性来进行管理

这一点是不变的。因此，必须比照购入固定资产，对取得、处置、转移、实

物盘点等实施内部控制。

此外，关于租赁合同本身的管理，在合同内容复杂的情况下（例如，可

能有销售方计入销售额，承租方采用经营租赁方式的情况），从会计上的

要点来讲，公司必须合理地将表外／表内的判断以书面文件的形式记录下

来。介于这样的情况，有时应该借鉴律师、会计师的观点。如果是规范的

租赁公司，对于大规模且性质微妙的租赁交易，应该考虑将为顾客寻求法

律意见作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可见的”固定资产：需要注意处置相关事宜、转移记录、

掌握闲置固定资产等方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可见的”固定资产所应该关注的固定资产实

物管理要点。

▼ 取得与处置

取得和处置固定资产必须基于适当的批准实施。取得固定资产所需

的批准程序一般会包含在采购相关批准规定或投资相关书面协议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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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置固定资产 是 固 定 资 产 特 有 的 程 序。正 如 第 七 章 存 货 资 产 中 提 到

的，在中国，固定资产报废处理不能在税前扣除时，经常能够看到公司对

报废的证据资料、文 件、照 片 等 不 予 保 存 的 情 况。从 内 部 控 制 的 观 点 来

看，希望公司能够保存报废处理的批准和报废的证据资料。此外，应当注

意出售固定资产时的程序，例如开发票以及收款的管理会不会有问题；相

比产品的销 售，在 销 售 固 定 资 产 的 过 程 中 需 要 注 意 不 要 在 程 序 上 草 率

行事。

▼ 台账管理和转移

已取得的固定资产用固定资产台账进行管理，在实物上贴上与台账

对应的号牌或标签。由于租赁资产不是本公司的资产，且将相对价值较

低的备件等作为租赁资产的情况很多，所以对于这一块的管理很容易忽

视。租赁资产有必要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同时考虑到向租赁公司的

支付管理。台账的使用非常重要。

如今，大多公司已不再使用纸张编制固定资产台账和租赁资产台账，

但是因为很多公司不用专业财务会计系统，而使用简易软件或者表格计

算，所以有必要注意安全与备份等信息系统整体控制方面有没有问题。

虽然固定资产的转移在会计分录上不作反映，但从管理的角度也必

须确切及时地记录。在工作中有没有备件或工具在部门间借用但没有记

录的情况呢？因此，有必要在固定资产台账上填写放置的场所，像车辆等

移动的固定资产则应该填写主管部门、负责人等，且设定每次发生变更时

的程序。

▼ 实物盘点、停用、处置、保存

中国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固定资产必须定期或至少每年盘点一

次。日本虽在法人税中规定存货的盘点必须每年进行一次，但对于固定

资产相关的实物盘点没有明确的法令或者准则加以规定。有部分公司能

够实现每年对固定资产实施实物盘点，但还是存在为数众多的公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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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情况。

根据实物调查，对于已认定为不能运转的固定资产必须将其分类为

闲置资产。尤其在资产减值会计处理被引入后，由于闲置资产的会计处

理发生了变化，故一定要实施必要的控制。困难的是，模具等用途有限的

固定资产，今后是否会使用，还是会被报废尚且未知，在某些情况下必须

向产品的供货方确认后才能作出判断。

我们在第七 章 中 提 到 过，中 国 的《企 业 内 部 控 制 基 本 规 范》和 日 本

ＳＯＸ的《实施标准》将“资产保全”都作为内部控制的目的 之 一。通 常 情

况下，固定资产的转移较存货困难，然而，有必要防止发生未经批准的固

定资产搬出、转移等。此外，在固定资产的资产保全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特

征，那就是必须注意与生产设备相关的劳动安全事项、与建筑物相关的法

规、消防法等众多合规关联事项。

“不可见的”固定资产：采用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会导致损

益的很大变化

一说到“不可见的”固定资产也许就会想象是无形资产，而这里更加

宽泛，应该资本化的修理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等与无形资产一并在这里

讲述。

▼ 修理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

符合资本支出的修理费用要计入固定资产，不过实际操作部门经常

会将这一点遗漏，而仅作为费用通知会计部门。

此外，记账时，以怎样的归纳方式在台账上记录也相当重要。部分更

换、部分报废的时候，需要弄清楚各个部分，然后分别确切登记。发生部

分毁损或停止使用的情况时也是如此。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虽然税法中已详细规定了何种资产以何种使用

年限计提折旧，但有时税务的标准不一定适用。虽然在中国和日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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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不是很普及，但在欧美，很多情况下公司会区分管理会计上的折旧

和税务上的折旧。如果税法的标准和经济实际情况发生很大的背离，那

么会计上和税务上的折旧就应当分开管理。这一点其实也适用于将修理

费用作为资本化支出的部分。

同时，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直接影响计提的折旧费用，从而会对损益

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实际使用的固定资产的估计使用年限因故发生变

更时，需要 将 其 作 为“会 计 估 计 变 更”，和 会 计 政 策 变 更 一 样 需 要 得 到

批准。

▼ 研发、软件

在中国，尽管研发和信息系统软件通常价格较高，但实务上常有未得

到正确处理的情况，比如将研究阶段发生的费用或无法满足无形资产的

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的开发费用作资本化处理，或将应计入资产的软件

作为费用来处理，或者不管其性质统统计入资产等等。从内部控制的角

度，公司需要按照适用会计准则的规定实施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将会计处

理的依据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

▼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是从事智力创造性活动取得成果后依

法享有的权利。中 国 新 会 计 准 则 中，专 利 权、非 专 利 技 术、商 标 权、著 作

权、特许权等都属于无形资产。商誉的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

可辨认性，所以不属于无形资产。

在日本，商誉在企 业 收 购 时 被 计 入 在 相 关 账 户 中，不 过 根 据 适 用 于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的减值会计，如果目标企业由多个

业务单位组成，那么原则上将每个业务单位的商誉分开记录。据此，收购

的目的是获得特定的市场和大型贸易伙伴，如果获得（不作为商标权计入

的）品牌，那么可以说也应该将其分开记录。和刚才提到的作为资本支出

的修理费用类似，该特定的业务、市场和与大型贸易伙伴的关系、品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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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发生毁损时，需要计提各种各样的减值准备。

关于特许权和商标权等的知识产权，我们在这里先不谈大家比较感

兴趣的取得时估价的妥当性，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看，关键是每期都有必要

合理确认是否有减值的迹象。当然，有形固定资产也是一样，但是有形固

定资产相对比较容易判断其实物是否可用、是否损毁，且使用台账进行管

理一般不易遗漏，而无形资产是否报废等判断的难度则相对较高。此外，

美国准则要求对无法确定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而是至少每

年对其进行一次减值测试。

在中国，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但改变土地

用途，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应当将其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这与其

他国家有所不同。

减值会计 的 含 义：旨 在 使 资 产 负 债 表 能 够 更 好 地 反 映

事实

中国的旧会计准则中已经引入了资产减值会计的思想。为进一步规

范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新会计准则增加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明确了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方法，使资

产减值损失的确定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此外，新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

方面有很大改变。旧准则规定已经计提减值损失的资产，如果资产价值

恢复，则资产减值损失可以转回；但根据新准则，大多数资产减值损失一

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将有效地遏止上市公司利用减值

准备调节利润。

减值会计的导入，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更实际的情况”为首要

目标的。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将“运用该资产从事经营活动从而产生的

损益和现金流”作 为 判 断 的 基 准 之 一。这 意 味 着，在 会 计 准 则 中 包 括 了

“应该根据固定资产在经营中产生的现金流来评价该固定资产的价值”的

考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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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前后，日本发生地产泡沫。究其原因，主要是无视现金流，在

土地预期价格不断上涨之下购买不动产的逻辑在一流企业中盛行，同时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无节制地对这些企业融资，最终导致大量资金流

向土地和建筑物。之前也提到过，由于趋于轻视盈利是日本企业很大的

特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方面（间接金融、终生雇佣等）也是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减值会计的诞生是日本企业向美国型企业转型，在

经济方面变化潮流的一个环节。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日益成为企业和个

人投资的对象，致使价格出现过度高涨的倾向。企业对于不动产的认识

和运作也逐渐开始适应国际化的进程，开始运用租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

方法。

只是，任 何 事 做 过 头 了 就 会 滋 生 弊 病。 从 所 谓 的 总 资 产 回 报 率

（ＲＯＡ）和净资产回报率（ＲＯＥ）等财务指标的观点出发，可以说是资产越

少越好。极端地说，完全不持有固定资产而只进行投资，比如对冲基金那

样的企业也许有着最好的商业模式。

企业所处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资产、设备作为固定资产

是必要的？”这类问题。损益表里的主营业务利润、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

充足比率等还能勉强用于跨行业的企业比较，但如果要回答固定资产处

于何种状态最佳，那么，如果不联系该行业实际的话就很难说了。

在会计准则中表现出的重视利益的潮流，鼓励了企业在短期内收回

投资；换言之，在适应第三次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冷落了需要长

远投资眼光的大规模重型工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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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有关的舞弊将动摇企

业的根基

金融衍生产品管 理：企 业 需 要 的 是 明 确 的、具 有 可 操 作

性的政策

与资金有关的交易产品中，一般认为风险最大的应该是金融衍生工

具。实际上，“衍生工具”这个词本身就会给人感觉是偏离实业的金融机

构的产品。但是，衍生工具原本是一方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从而降低风险

的需求、另一方收取手续费以承担风险的交易。如同保险一样，这是自然

产生的产品。

实际上，世界上最初使用现代衍生产品的是日本江户时代１７３０年开

设的位于大阪堂岛米会所的期货产品。诸藩有实际需求，希望确定预备

生产的大米价格，并将一部分变卖。米商接受未来商品价格，并可以对权

利凭证本身进行交易以赚取净利润。

让我们再追溯而上，如果列举人类最伟大的３０项发明，货币一定会

名列其中。世界各地根据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各种材质、各种形

状的货币。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交易方式当然也越来

越进步。

但是工具和技术若使用错误，将带来危险。比如火和刀都是非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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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人类发明，但是同时要注意不能让人被烧伤或者刺伤。同样道理，在

使用衍生产品的时候也要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手段（内部控制）。

关于衍生工具的内部控制，首先要注意建立使用衍生工具的明确制

度。到底仅是根据实际需要（风险对冲）来使用衍生工具，还是出于追逐

利益的原因使用衍生工具（投机）？一般来说，除了业务本身就承担投资

风险的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其他的企业应该在公司内部规章中说明衍

生工具必须仅为风险对冲而使用，并进一步限定使用种类。例如，仅限于

汇率远期、利率掉期等具体的工具。

即使是根据实际风险对冲需要使用衍生工具，管理层的审批仍然必

不可少。如果与投机活动相关，企业必须根据实际承担风险的程度建立

相应的审批手续和规则。

▼ 可以参考套期会计的原则来判断使用衍生工具的目的

然而，人们往往难以判断是不是真的根据实际风险对冲需要使用衍

生工具。比如，企业预测到会有以外币计价的订单，于是不得不进行相应

的采购和生产活动，为了锁定利润额，自然会尽早约定远期汇率。但是，

理论上说，在订单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约定汇率，相当于将全部利润暴

露于汇率风险下。

套期会计相关的会计准则可以成 为 一 个 判 断 标 准 。 因 为 企 业 可 以

考虑不同的衍生工 具 是 否 适 用 套 期 会 计，它 们 在 财 务 报 表 及 附 注 中 有

不同的披露要求。但是，套期会计相关 的 会 计 准 则 在 美 国、日 本 和 中 国

（套期会计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非常相近）这 三 国 之 间 目 前 来 说 有 很 大

的不同。

对于已经使用的衍生工具，企业必须建立良好的台账管理，记录合同

的条件、金额、风险说明及衍生工具的对方。

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企业须确认衍生工具合同实际上和交易对手互

相核对。具体举例来说，应由和衍生交易无关的独立的其他交易人员从

交易对手处获取计算表，并与公司内部的衍生工具台账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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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一个典型的衍生工

具投机失败案例。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做油品套

期保值业务。但管理层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但

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该期

权交易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 总 计 约５．５４

亿美元。２００５年６月３日，外部会计师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

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若干因素单独或共同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

上受到损失，包括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没有正确地在

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

严格的风险 管 理 规 定，公 司 管 理 层 有 意 违 反 本 应 该 遵 守 的 风 险 管 理 规

定等。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国储局２００５年的铜期货巨额亏损事件。中

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在ＬＭＥ（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

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ＳＥＭＰＲＡ，在每吨３０００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

立空头头寸约１５万至２０万吨。铜价格的一路上涨给国储局带来巨额损

失。在国储铜事件上，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该交易员一个

人操控，背离了内部控制职务分离的原则。

衍生工具的市值确认非常重要。企业须对衍生工具的财务特点充分

了解和评价，并由管理层建立相应的制度。

在中国，似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企业为数尚少。但是，听说还是有

些公司使用了衍生工具，以此减轻了原材料价格高涨对经营的影响，并实

现了比同行业平均更高的利润。如开头所述，企业通过成熟地使用衍生

工具，可以降低风险。企业须以构筑完善的管理体制为前提，积极地审视

衍生工具的管理。



第九章　资 金 管 理　 

?
７５　　　

投资、借出资金的管理：企业应以发展主营业务为重

无论是投资还是借出资金，企业都须根据金额和风险程度确定相应

的管理层审批权限。而且和衍生工具相似，投资和借出资金也必须实施

台账管理并定期通过市值评估。

由于投资和借出资金记为资产，所以内部控制方面必须确认其真实

存在性。资产的确认必须由不负责该资产管理的其他人员实施，这一点

尤为重要。

上市公司浙大海纳２００３年 年 报、２００４年 半 年 报 披 露 的 银 行 存 款 都

有两亿多元，但在这期间，大股东及关联方多次私自从公司账户上划走巨

额存款，实际银行存款不到一半。另外，大股东不仅喜欢现金，还喜欢国

债。截至２００４年半年报，披露的债券投资额实际上全部落入了关联方的

囊中，公司的国债账户空空如也。大股东有此“胃口”，上市公司也在行动

上予以配合。

而且，投资或借出资金对象无论是谁，都不像衍生工具那样简单的是

一个承担风险或是降低风险的问题。这关系到留存资金的运用、采购方

和销售方的支持、和 同 行 业 企 业 的 合 作、对 子 公 司 和 关 联 方 的 出 资 等 考

虑，和本业相关的各种战略目标都相联系，并不是单纯地承担风险。

近年来，面向消费者生产商品的制造业也开始顺利地开展金融业务。

通用电气（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通用汽车（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ｔｏｒｓ）的财务公司特别

有名。它们从方便消费者购买自己公司产品的金融贷款起步，通过赊销

收取利息，帮助了主营业务的发展。

面向消费者的金融，其本身有很高的利润率。但是如通用汽车，主营

业务虽然不景气，但是财务公司业绩很好，这恐怕只是数字的游戏。在美

国，相关的融资和信用卡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在这样的地方，制造商的价

格战略中，首先考 虑 降 低 利 率，其 次 才 是 商 品 本 身 的 降 价。通 用 汽 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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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利率”策略在报纸中也有报道，这样低的利率只是为促进消费者购买

产品而已。

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财务公司来说，因为利息收入是“营业收入”，财

务公司根据消费者的信用状况将正常的利息记为营业收入，而与实际利

息的差异部分由汽车公司通过销售费用对财务公司予以填补。在财务报

表的分部报告中，看起来好像主营业务不景气但是财务公司业绩很好，实

际上利息的减免是产品打折促销的一种手段，我们应该将主营业务和财

务公司业务合并起来分析财务报表。

借入资金的管理：还款到期日检查和资金周转

借入资金有多种形式，除了简单地从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外，还有公司

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等形式。资产支持证券是以资

产为担保借入资金的形式。它不仅是资金周转的问题，而是以应收账款

为资产对象，在财务报表上多表现为出售应收账款以回笼资金。资产支

持证券在中国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已经提及，但是实际使用的很少。

借入资金的内部控制，从基本要素上说，也是和存在性相关的审批、

台账管理以及和交易对手的复核（具体来说，从贷款人处获得计算表并和

台账相对照）。如果从借入资金本身的特点来看，到期还款日检查和相应

的资金周转管理显得非常必要。

对于附有财 务 限 制 条 款（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Ｃｌａｕｓｅ，比 如 合 同 规 定，股 本 比

率、分红情况等财务数值须确保在一定数值以上或者以下）的借入资金，

为了遵守财务限制条款，企业必须有定期的复核。公司债券发行附条款

的情况往往比较多。即使是从金融机构借入的资金，在金额巨大或者内

容复杂的情况下，例 如，针 对 公 司 所 有 的 应 收 账 款 进 行 资 产 支 持 证 券 化

时，金融机构有时候会要求公司维持某些财务指标在一定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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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相关的三个方面的审查要点

表９１总结了财务相关的主要三个方面的内部控制审查要点。

表９１　和企业相关的环境要素相互关系示意

审　批 台账管理

定期复核

市值评估
对交易对手

的确认
资金周转 财务限制条款

衍生工具 ０ ０ ０ ０

投资、借出资金 ０ ０ ０ ０

借入资金 ０ ０ ０ ０ ０

关于台账管理，第八章“看得见的固定资产”中的“台账管理与移动”

项目中写道，固定资产的台账往往通过简易的软件或者表格计算管理，必

须关注安全和备份等信息系统整体控制。同样，这也适用于衍生工具、投

资、借出资金和借入资金的台账管理。特别是借入资金的还款和衍生工

具的履行，若操作上有差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借出资金和借入资金，包括现金管理、现金流量系统控制在内的

全面管理可能是最佳实践。对于衍生工具，虽然系统并不适于管理特殊

和复杂的事物，但是根据实际需要不得不采用衍生工具交易的情况下，由

于汇率远期约定等已是定型的工具，根据交易规模和数量，还是由系统管

理比较合适。

由于公司债券记入负债类会计科目，企业需要实施借入资金相关的

内部控制。除此之外，由于公司债券属于公开发行的有价证券，对于其发

行、偿还需要实施和股票相同的管理。至于可转换公司债，需要做潜在性

稀释股票（Ｄｉｌｕ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计算，其商业上的性质和管理上渐渐接近于

股票。

出资方作为“股东”影响公司的经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前所述，

如借款金额巨大，那么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借出资金者也会存在重大的利

害关系。很早之前，财务报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债权人提供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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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的管理：今后的课 题 是，怎 样 的“内 部 控 制”

适合企业

所有者权益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发生经常性的交易。至今为止，还很

少有人考虑所有者权益需要怎样的内部控制。可以想到的内部控制包括

（包括股本变化的）资本明细的定期复核、与登记簿和从证券代理机构（信

托银行）获得的股东名单相互对照。

股票的发行、减资等与公司法、证券法等多个法规制度相关。为了准

备好董事会决议、对股东和债权人的通知、登记等合规性要件，企业必须

准备一份检查用的一览表（可以从证券代理机构等处获得），在股本变化

的实施过程中使用。同样道理，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也以此为准。

中国的上市公司屡次出现虚假出资、挪用资金等事件。比如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曾被称为“中 国 股 市 第 一 案”的“红 光 案”，红 光 实 业 涉 嫌 虚 假 出

资，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

挪用募集资金违规买卖股票，未履行重大事项的披露义务。骗取配股资

金也是上市公司的重大舞弊手段之一。比如山东巨力公司原董事长和原

财务处副处长涉嫌虚增１９９９年度利润１６１４５．７３万元，骗取了配股资格，

于２００１年在深交所配售发行股票１１４９万 股，共 募 集 资 金１５９７１．１万

元。公司成功配股之后，多项配股募资项目却发生变更。相关负责人由

于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亦被追究刑事责任。

也许人们认为内部控制（尤其是在传统的业务流程层面的内部控制

上）难以防止上述舞弊事件的发生。然而，今天的内部控制登上历史舞台

的契机是，安然和世界通讯通过虚假报告以哄抬股价的舞弊事件。由此，

２００２年美国制定了企业改革法———萨班斯（ＳＯＸ）法案。

▼ 尝试对“股份公司”体制作出新调整

中国于１９９０年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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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实际上，“股份公司”和“货币”一样，被称为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股

票市场是一个中介场所，连接了拥有生意和业务但是没有资金的人，以及

虽然有资金但是不能有效使用的人。它使得社会整体资金利用的有效性

取得了飞跃性的提高。股份公司这种组织方式的广泛采用，也支持了产

业革命。

人们从早期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缺点提出批判。自由竞争的

结果，是胜者垄断或者成为寡头，从而变得缺乏效率。

所有的体制都需要管理维护和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股份公司高度

发展和日趋复杂。“内部控制”的明确义务也许是股份公司尝试的调整之

一，包括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还有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及其指引的征求意见稿等都是对其的最新锐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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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中

最重要的业务流程

决算流程的 重 要 性：美 国ＳＯＸ法 案 的 重 大 缺 陷 大 多 数

与财务决算相关

终于说到会计部门的专业领域———决算流程———的内部控制了。

财务决算和 报 告 流 程 是 最 重 要 的 业 务 流 程。 其 原 因 当 然 是，美 国

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以及中国内部控制法规（“中国版ＳＯＸ”）的目的

均是确保财务报告的可信度。

但是，和前面第九章资金管理中“所有者权益的管理”相类似，财务决

算方面的内部控制从前（美国ＳＯＸ法案之前）很少被大家商讨。因为不

管怎么说，外部审计师都要对财务决算流程结果制作出的财务报表等是

否准确进行审计，所以从前对于制作财务报表的过程认为是不需要研究

的问题。正如第四章“内部控制的原点”中所述，以往内部控制是审计师

仅为了更有效率 地 进 行 报 表 审 计 时 才 会 评 价 的 对 象。比 如 在 销 售 循 环

中，如能确认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的记账流程是良好的话，据此可以减少

检验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和年度销售收入的必要的样本量。但另一方面，

由于财务决算过程中的重要分录众多，从实施报表余额审计的观点来看，

与其泛泛而谈流程，还不如审查每一笔分录更加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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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生效的美国ＳＯＸ法案、日 本 版ＳＯＸ，以 及 即 将 生 效 的 中

国版ＳＯＸ中，要求公 司 设 置 能 够 恰 当 地 进 行 财 务 决 算 的 流 程 、人 员 和

内部控制。换而言之，就是对“财 务 报 表 的 制 作 是 经 营 者 的 责 任，外 部

审计人员对于其正确性、合理性进行独立 的 鉴 证”的 职 责 分 工 进 行 再 次

确认。

在中、美、日各国的内部控制法规中均提及，如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１］，则必须在内部控制报告中进行记录并向公众披露。实际上，被报

告最多的问题是围绕财务决算流程的缺陷，这固然是因为财务决算流程

是对金额有重大影响的业务流程，但是估计更大的原因是这个流程中的

相关内部控制从前没有被大家重视。

▼ 原因是“流程的缺陷”和“人员不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ＳＯＸ法案如何来披露“重大缺陷”。

虽然第二年以后的结果也出来了，我们这里还是关注第一年的结果。

在初次应对ＳＯＸ的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中，３７０１家

公司提交了内部控制报告书，５９１家公司（１５．９％）披 露 了 一 个 以 上 的 重

大缺陷。

图１０１的“合并决算”及图１０２的“以前年度调整”、“决算调整事项”

是明显与财务决算流程相关的内容，这些实际上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发现

的会计处理、披露错误，被外部审计师批评为“流程缺陷的原因”，成为不

得不进行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

稍微解释一下其他的问题点。图１０１的“收入确认”既 是 关 于 销 售

流程的问题，但从“会计方针的选择和适用”观点来看，又是财务决算流程

的问题。此外“税金相关的资产、负债”的主要问题是递延税金资产（转回

的可能性、估价 的 妥 当 性）及 应 交 所 得 税（预 提 金 额 的 妥 当 性）。对 于 前

者，必须判断企业未来预期是否有的应纳税所得额。这点既是税务流程，

又是财务决算流程。

日本嘉娜宝事件中，公司大约多计了２１８０亿日元的所有者权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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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　美国ＳＯＸ法案实施第一年披露的重大缺陷：会计处理观点出发的重大缺陷

图１０２　美国ＳＯＸ法案实施第一年披露的重大缺陷：内部控制观点出发的重大缺陷

资料来源：Ａｕｄｉ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ｃｏｍＭａｙ２，２００６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０４ＩＣＭＷ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Ｙｅａｒ１＆Ｙｅａｒ２．

日本经济史上最大的报表粉饰事件。在９年间，嘉娜宝公司通过虚构收

入、递延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不将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等积累，在２００３

年３月决算时被发现报表存在粉饰，调整了大约３６０亿日元的高估利润，

其中２７０亿日元是由于不正确计入递延税金资产而造成的。

判断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的最首要的标准是对财务报告的

影响金额。正如上图所示，公司应当特别关注内部控制中财务报告风险

最高的领域，也就是以错误和肆意的操作导致对金额产生重大影响的财

务决算和报告流程。



第十章　财务决算（１）：单体决算　 

?
８３　　　

图１０２的“人为问题”，具体来说有两类。一种是未按照财务决算要

求进行复核、对比等问题，这属于会计部门人员不足（量的问题）；另一种

是由于缺乏能掌握会计准则的人员，而未能采用恰当的会计准则的问题

（质的问题）。大家多用“人为”问题进行委婉的表达。

现在的财务决算流程中，“遇到难以确定的会计处理时，和会计师一

边商量一边进行财务决算”的公司可能比较多。这样的话，审计报酬不仅

是为审计发生的费用，还包含了支持财务决算的业务委托的性质。此外，

审计师审计对象时可能包含自己的判断，从独立性的观点来看也会产生

问题。

▼ 积极设计内部控制的企业，其资本成本较低

据说，采用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初期，为了对应法规而展开内部控制的

评价和强化的费用，以及外部审计师进行内部控制审计而发生的审计报

酬的增加，成为了企业的过度负担。在日本，经过相关部门努力，将应对

日本版ＳＯＸ时企业的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是发生相应的费用还是

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中国版ＳＯＸ采用后的费用尚属悬念。

因为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和中国版ＳＯＸ基本上都是对于上

市企业的要求，这 些 内 部 控 制 相 关 的 新 制 度 的 费 用，用 一 句 话 来 说 就 是

“上市费用的上升”。

简单回想一下，美国的安然、世通以及日本的嘉娜宝、活力门等的粉

饰报表事件，成为了这种制度的起因和推动力。通过此，我们就可以得出

下面的结构：

报表粉饰事件→上市费用上升

就像特定的企业尽管支付了保险费，但是由于事故、火灾等，造成以

后的保险费上升。这种结构很相似。

事故、火灾→ 保险费用上升

为了避免这种负担，有少数的企业放弃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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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无论如何，股票市场是支撑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公共设施，我们不

得不支付维持其健全性的费用。并且，披露内部控制的重要缺陷对于公

司股价和公司地位当然有影响，但据调查结果表明，积极设置内部控制的

企业，其资本成本较低。

财务决算流程要求的主要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师要彻底

“外部”，不能成为内部控制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财务决算流程中主要的内部控制。

▼ 财务决算流程的定义

公司需要用可见的形式来定义公司的财务决算和报告流程，并且可

以具体制作成以下的文件：

《决算处理指南》：财务决算的处理倾向于依赖个人，容易变成“只

有某某可以做”，所以对于主要的处理，需要书面规定其程序和规

则，其中包含了确保可交接性等有关业务效率的规定。公司应该

不仅只制作单个会计事项的处理程序书，最好将其归结成财务决

算处理的指南集。并且，该指南不仅 在 初 次 发 行 时 须 经 过 批 准，

内容变更时也要记录下变更的内容并且再次被批准。

 会计部门内的《职责分工表》和担当者的《岗位说明书》：特别从职责

分工的观点来看，最好能定义财务决算分录的制作人和审核人。

《财务决算日程表》：该表明确财务决算在何时从哪个部门获取何

种信息，然后在会计部门内处理，最 后 何 时 提 交 给 董 事 会 等。公

司最好能列举相关的步骤，设定期限、担当者，并且向各关联部门

提交文书。

▼ 会计准则的理解

为正确进行财务决算，需要确保有熟知公认会计准则的人才，并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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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设立理解会计准则变更的流程。

在这里，如何定义外部审计师的职责往往就成为一个问题。“会计师

复核公司的处理是否按照会计准则进行”的情况下，外部审计师代替了公

司来实行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师要彻底“外部”，不能成为内部控制的一

部分。

可行的做法是：“财务决算责任人、担当者应当和会计师定期会话，书

面接受最新的会计准则信息。在财务决算处理中，对于会计准则有疑问

的情况下，适时商谈获得回答。”也就是说，公司事先就会计事项适时咨询

外部专家，寻求帮助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的难题是，审计师事

务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帮助）。

再有，“事先、适时商谈”很重要。在财务决算开展后，作为审计的一

环，让外部审计师看是否恰当运用会计准则，如果发现差错，公司没有能

恰当运用会计准则，这些就会成为内部控制缺陷。所以公司一定要进行

把握和判断能事前商量的事项的最低限度。比如，考虑准备企业会计准

则操作指南、定期购买阅读专业会计杂志、参加外部讲座等。

此外，在美国，审计师事务所往往会提供数百页 的 最 新 的 ＧＡＡＰ的

核对表，让企业作为内部控制的一部分进行自查。在日本，为应对日本版

ＳＯＸ，各审计师事务所正在研究制作类似的会计准则核对表，更新并提供

给客户。

▼ 会计方针的选择和适用

正如“财务报告不仅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项，也是基于会计方针合理

估计的汇总”所述，会计方针的选择和适用极大地左右着报表。因为按照

一贯性原则，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肆意变更，也不能随意选择对己方有

利的解释。并且，在会计方针的选择和变更情况下，需要用文件记录其依

据及相应的批准。

并且，不仅财务报表附注中所记载的重要会计方针需要批准记录，具

体的会计处理的内容也应作为批准对象。比如说，销售收入在出库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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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由于以不同的凭证作为出库的根据，会造成微小的差异。此外，公司

也应当对固定资产的可使用年限、坏账准备比率的计算方法、长期滞库存

货的减值准备等，进行明文规定并且获得批准。

此外，会计方针的变更是基于下文谈及的“重要的预提和判断”，最好

经过公司内部的独立机构，如审计委员会的复核。由于对象大小不一，不

仅应当要报告、审批“重大会计方针的变更”，还要报告、审批那些对于业

绩影响较大的会计方针、估计、处理的采用或者变更。正如上例所述，由

于会计处理变更造成销售收入、利润等的重大变动也需要报告。

▼ 信息收集

为了使财务决算可以适时正确地收集必要的信息，就需要设计相应

的手续和信息系统。从各部门收集的信息纷繁，可以考虑将情况大致分

为每日处理的会计原始数据，以及每月、每季度或者每半年处理的会计原

始数据两种。

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要求公司具备期末决算相关的内部控

制，然而，活用信息系统，并且尽可能多地实时记录每日信息，便可对快速

正确的财务决算做出贡献。例如，如果库存准确度较高的话，公司可以采

用循环盘点，且在结账时就不需要停止出入库。但是，即使在高度信息系

统化的条件下，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还有一些必须定期手工收集的信息，不

应勉强为了尽早结账而不处理那些晚于报告截止日的信息。

很多大企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倾向于马虎地应付一些细微的会计

处理。由于数字有累积效应，故我们要形成正确地对待每一笔分录处理

的文化，如有必要就不惜设计相应的体制。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反映在

公司业务和事业战略的精心行动中。

▼ 经常性／非经常性交易的定义和批准

经常性／非经常性交易的定义和批准是我们在财务决算和报告流程

相关内部控制的文件记录及评价中一直遇到的问题。笔者工作的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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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的模板中有“关于非经常性的事项、交易的区分的定义”之类的问

题，但是这样定义的企业几乎没有。然而，在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审计准则

（ＡＳ２）中 有 如 下 作 为 让 大 家 关 注 会 计 处 理 的 代 表 性 例 子：“ 非 经 常 性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交易”是“审计师必须掌握和评价的公司处理流程之一”。

于是，在实务中（笔者自身），由于“非经常性”本来就很难定义，将其

解释为“未定义的事情就是非经常性”。所以，具体来说，前述的《财务决

算处理指南》中记载的处理是“经常性的”，未记载的就是“非经常性的”。

此外，我们要求在总账中直接输入的分录的制作人和相应的批准人

应该分离，对于“非经常性”交易，更需要管理财务决算的高层责任人进行

批准。

例如，公司设计用于非经常性、异常、特别处理的凭证，也可以用于前

述的选择、变更会计方针和会计处理，并且获得管理层的批准。并且，和

财务决算处理指南规定内容相悖的处理情况也是“非经常性的”。

但是，对于会计部门较小的情况，制作《财务决算处理指南》已经很困

难，而且在实务中也不太需要。这种场合，只能全部叫做非经常性。由于

决算分录较少，所以财务部长或者总经理复核所有的决算分录便可应对

该情况。

尽管如此，企业需要准备与其规模相应的《财务决算处理指南》。第十

一章合并决算中也会涉及这块内容，我们强烈希望大型上市企业应对其国

内外的子公司分发《集团财务会计方针》、《会计处理指南》，并要求其遵守。

▼ 独立机构的复核

对于重要的估计和重要的判断，需要向独立机构进行报告，并接受其

复核。

“重要的估计和重要的判断”中，除了在开头列举的递延税金资产、应

付所得税等的估计外，还有需个别进行的坏账准备金的判断，规定外的库

存减值、损失相关的判断，合并决算的对象子公司的判断，以及会计方针、

处理的选择判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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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司 一 般 会 设 立 审 计 委 员 会 或 内 部 审 计 部 门，作 为 独 立 的

机构。

在日本，公司法规定了一种“委员会设置公司”，即承认公司采用美式

的公司治理，但是采用该治理的公司却极少。内部审计部门，好的情况下

向社长（而不是向董事会）报告，更多的情况则是成为财务关联部门的一

部分，这样就会造成对财务决算责任人和其下属的部门没有独立性。日

本公司中有“监查役”（与中国公司的“监事会”相似），然而这一功能如何

强化，以及如何才 能 实 施 有 效 监 督 已 成 为 当 今 的 重 要 课 题。因 此，要 求

“独立机构的复核”在实务上就变得较为困难。然而，切实实施独立复核，

可以有效地防止管理层粉饰报表。

在中国，设立各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较多，也有设置审计委员会的。

但是，美国的审计委员会是作为董事会的专业委员会之一而存在，独立性较

高。与之相对，中国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比较弱。《公司法》第四节第一百

一十八条要求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并要求其承担对经营实施监控的

责任。然而和日本的监查役一样，如何实施有效监督也是当今的重大课题

之一。

以上我们看了关于财务决算内部控制的概要，正所谓“财务报告不仅

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项，也是基于会计方针合理估计的汇总”。在各国法

规出台之前，财务决算和报告流程可能会被某些人理解为，不仅是制作财

务报表，还包括了人为“调整”财务报告的可能性。但是美国ＳＯＸ法案、

日本版ＳＯＸ，以及中国版ＳＯＸ中最重 要 的 要 求 是 上 市 企 业 在 财 务 决 算

和报告流程中排除肆意的操作，通过披露其原本面貌，提高资本市场的透

明度，保护投资者。考虑费用和效果的平衡，认真应对该要求是上市公司

不可逃避的责任。

［１］根据美国ＳＯＸ法案 的 定 义，重 大 缺 陷（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是 最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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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缺陷。美国ＳＯＸ法案中，内部控制的问题 点 定 义 为“重 大 缺

陷”、“重要缺陷”及“缺陷”三类。

日本版ＳＯＸ中定义为“重要的缺陷”和“缺陷”两类，看起来略有

些微妙差别，但美国ＳＯＸ法案的“重大缺陷”和日本版ＳＯＸ的“重要

的缺陷”都要求在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报告中进行披露，在实务

中将两者认为是一样的。总 而 言 之，“重 大 缺 陷”或“重 要 的 缺 陷”即

可认为“内部控制失效”。

中国财政部办公厅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征求 意 见

稿）将问题点定义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三类，基

本上承袭了美国ＳＯＸ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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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针对集团整体的规

程来强化控制”的思路

合并报表过程中需要的内部控制：为了适当地开展合并

报表决算，是否已配置相应的流程和人员

接着第十章单体公司财务决算的话题，在第十一章，我们来说合并报

表。如果合并报表一旦出差错，业务流程和单体财务决算中产生、累计的

各种财务数字就可能不得不废掉复位，所以这是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

ＳＯＸ中最受人瞩目的业务流程之一。

由于不是每个人都会接触合并报表，所以相比单体财务决算，它更加

容易倾向于依赖个人。并且由于合并需要特有的专业知识，所以这个工

作更倾向于依赖外部审计师。

具体来说，常见的情况就是，会做合并报表的财务人员一个人几乎处

理了所有事情，也没有任何人进行实质性的复核。考虑到确保正确性、可

交接性等，公司其实有必要从质和量上来配置双重复核的人才。

在实务中，公司先 结 束 单 体 财 务 决 算 后，在 进 行 合 并 报 表 工 作 的 同

时，外部审计师进入公司开始进行针对单体财务决算的审计，这种情况比

较多。然后（本来外部审计师正在进行单体财务决算的审计），外部审计

师一边对合并报表的判断和分录进行复核，一边编制调整事项。正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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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章所述，外部审计师就应当要彻底“外部”，不能担当公司内部控制的一

部分职责。公司必须明确制定合并分录和合并报表程序及工作流程，并

且通过和外部审计师“事先商量”获取信息。

合并报表处理的 关 键 点：关 联 交 易 确 认，合 并 报 表 编 制

及集团会计规程

▼ 关联公司交易的确认和合并对象的判断

公司应当首先在单体财务决算的过程中识别关联方交易。然后，由

于在合并报表中需要披露和母公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的交易以及和公

司的董事或高层管理人员的交易等必要信息，所以需要将其和一般交易

区分开。

有了这些信息，在合并报表中公司再加入内部交易的抵销分录后，以

此披露关联方交易。这里最重要的程序就是，决定这些对象中（子公司、

与其有实质关系的关联公司、有股权投资关系的其他单位等）的哪些公司

需要合并、哪些不需要合并，也就是合并对象的判断。可以不夸张地说，

近年来大规模的报表粉饰事件中必定牵扯到合并范围的问题。

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通过将增加的负债和不良资产进行回

租、卖出选择权等高级金融技术，将其转入不合并的特别目的公司，让合

并报表上业绩好看了很多。

日本活力门事件中，问题出在通过股权投资组合进行交易。随之，为

了亡羊补牢，日本业已更改了会计准则，来进一步明确关于股权投资组合

合并的控制力标准和影响力标准。嘉娜宝事件中，就１５家公司被不当地

排除在合并范围之外进行了财务报告的调整。

首先，设立识别关联方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组织很重要。比如，可以考

虑将信息系统的交易方、资金借入方、投资方使用主文档来管理，然后在

系统中设定对方是否关联方的标志，并且定期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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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于对方是否属于合并对象、是否属于披露对象之类的判断，

理应使用书面完整记录并获批准。并且与前述的“重要的判断”相当，企

业最好通过独立的岗位或者部门进行复核。

▼ 制作、接受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

单体财务决算的“信息收集”过程是，公司从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和

业务流程中收集财务决算必需的财务会计数值；在合并报表中，这个过程

就变成了从各子公司接受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的程序。这个程序从

步骤上来说可能比较简单，实则为深奥的流程。

首先，在子公司制作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时，如果财务人员没有

准备一张“财务信息归集表”，来说明财务数字如何从单体财务报表归并

到合并报表的财务数据要求项，而只是将数字逐一填入合并报表财务数

据汇总表中，这样的话，无人可以客观地复核这个填写过程中的恰当性。

就算母公司提供了足够的指引，来说明如何将单体财务报表中各会计科

目的数字一一放入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的项目中，但是每个会计科

目属于什么性质，通常，财务人员不在现场的话很难掌握。

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特别在一个国家内，最好能够统一会计科目体系

（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ｓ），否则就需要制作和更新这张财务信息 归 集 表。公

司应当使得其各子公司能够制作出从该子公司会计科目体系层面变化到

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的归集表。

与之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子公司因当地的法规要求而制作和提交

的财务报表，如果在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提交总部后再追加调整，则

会使得报告给母公司的数字和该子公司最终的财务报表存在差异。这种

调整最多的来自于子公司跟进当地外部审计师的调整分录；另外也会来

自于那些需要早结账的公司，可能会有关账之后的若干重要交易。

从子公司单体财务决算的话题来说，单体财务决算的最终试算平衡

表最好能和关账后加入调整分录的最终财务报表一致。由于某些信息系

统会在关账后不能接受调整分录，所以需要通过其他方法完整地制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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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这些期后调整的一览表。

合并报表财务数 据 汇 总 表 通 常 是 从 最 终 试 算 平 衡 表 出 发 制 作 而 成

的。无论如何，应就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与子公司最终的财务报表

的重要差异向母公司报告，讨论是否需要进行合并报表上的调整（如果赶

上合并报表工作 正 在 进 行 中，则 是 否 在 合 并 报 表 中 录 入；如 果 赶 不 上 的

话，是否作为期后事项处理）。

最后，从母公司合并报表的观点来看，因为子公司在合并报表财务数

据汇总表填写的内容将汇总至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所以子公司应该有

责任人对其报表数据进行最终复核和批准。

▼ 合并差异的调整

对于各子公司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及母公司的单体财务决算

的结果，合并范围内间交易需要互相抵销，但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会出现一

定的差异。这里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强调，需要明文规定的是对于多少金

额、何种程度的合并差异要进行调查并调整。

公司在日常每个业务流程中，一旦发现差异，就应立即调查并解决小

金额的差异。但对于合并报表层面的差异，即使存在相当大的金额差异，

往往会由于未特别明文规定，财务担当者会凭着自己的判断，记入母公司

的账进行处理。

并且，如果差异的理由是由于在途交易等正常发生的话，可在发生时

进行处理就行。但是如果是由于认识不足或不恰当的流程原因造成的差

异，就应寻求差异根本原因的解决方法。不仅限于差异，外部审计师往往

会碰到因为子公司的财务人员认识不足，在每次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

总表的填写中犯同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只需通过达成共识等简单

的对策就应该可以防止之后再犯错误。

▼ 集团会计规程

造成合并差异原因之一就是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所在地认可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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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ＧＡＡＰ）和公司对于选择、适用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不同。首

先，以后者为例，母公司从海外子公司采购的情况中，母公司的采购确认

基准和海外子公司的销售确认基准不同，在途商品肯定造成合并的差异。

就算母公司和子公司都采用相应所在地的会计准则，如果集团间的贸易

造成这样的“在途”差异的话就显得不太合理。

关于会计准则，海外和国内会计准则有多处不同。其中既有因集团

间的交易造 成 的 合 并 差 异，也 有 由 于 会 计 准 则 的 差 异 造 成 财 务 报 表 的

不同。

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ＩＦＲＳ）及美国会计准则（ＵＳＧＡＡＰ）要求集

团内部的会计方针的统一，所以如果和当地的会计准则有重要差异的话，

需要在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汇总表中记录，或者通过合并调整分录来谋求

会计方针的统一，不能对重要的差异置之不理。

在现行的日本会计准则下，理论上，同一环境下对于同一性质的交易

应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但实务上根据当地的会计准则制作的财务报表

也可以直接用来合并，这也是欧美不接受日本的会计准则的最大的理由

之一。所以，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起（可提前适用）的合并事业年度中：（１）依

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者美国会计准则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合并报表程

序；（２）这种情况下，如有对合并当期净利润有重大影响的会计处理差异

的情况（合并上），必须修改子公司的会计处理。

同样，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企业合并》中也规定了在企业合

并中，“被合并方采用的会计政策与合并方不一致的，合并方在合并日应

当按照本企业会计政策对被合并方的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在此

基础上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如果有作为合并对象

的海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话，应该将按照适用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准

则编报的数字调整为依中国准则编报的数字。

亚洲很多国家都是采用“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会计准则，需要

注意的是，它们并不一定和国际财务报告基准完全一致。

粗略分类，子公司所在国家的会计准则差异的调整有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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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子公司较少的情况下，母公司可能理解该子公司当地的会计准

则和会计处理，并且进行修正。

然而，如果海外子公司较多的情况下，如果要母公司分别理解各地的

会计基准较难，所以各子公司应当在了解该子公司需要调整的内容后，相

应地建立内控程序和组织。

于是，本节的标题“集团会计规程”就登场了。欧美的大型国际企业

往往有数百页的会计政策，如果子公司采用的会计和会计政策不一致就

需要向母公司汇 报。这 个 和 中 国 企 业 或 日 本 企 业 的 财 务 制 度 中 常 见 的

“财务理念”之类含糊的内容不同，应当要规定公司采用的收入确认基准、

滞库商品减值评价基准等具体的会计处理。也就是说，母公司依据的会

计准则应作为会计处理原则记录在会计政策中，让各子公司来把握和报

告当地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处理与“集团会计规程”的偏离。

有的企业将财务、总务等全面管理，甚至伦理、经营方针等全公司层

面的内容也包括在内，可以制成５００页左右的规章汇编集。大家可能会

认为５００页的数量相当庞大，但其实作为一个国际企业集团，能将所有子

公司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都归纳在这５００页中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内部控制和规章、规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行为都需要按照明文

规定来做，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过度，然而明文规定的规则毕竟还是内部

控制的核心。一般来说，日本企业以及对于想进行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

的集团层面控制，特别是对海外子公司控制较弱，先前的欧美企业可以作

为有价值的例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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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和金额上来看，
公司 承 担 多 少 税 负 这 个

问题是十分关键的

税金和内部控制：各种税法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千差

万别

“税金”的概念在经济及经营领域中由来已久。在原始农业耕作社会

时期，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从个人处征收钱财

和物资，以确保达到最佳的整体利益。

税金有两个功能：其一是用纳税人上交的税来维持老百姓必要的开

支以及建设并维护基础设施，换言之，即由受益者负担纳税；其二是所得

收入以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纳税人并不期待从中享受获取利益。日本

的汽油税以及机 动 车 重 量 税、中 国 的 养 路 费 等 就 是 用 来 建 设、保 养 道 路

的，是第一个功能的实例。当代的关税（让进口者缴税以保护国内产业）

就是第二个功能的实例。

过去，封建统治者每年向农民征收贡赋，与其说是为了公共的利益，

倒不如理解为是为了封建地主个人的权力。总之，“权力”和“税”是息息

相关的。在当今社会，“税收”，这种维护收入以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制

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说是顺应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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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税收的制度）。例如，在日本，根据累进税率的税制，针对高收入者

的税率较高（实际税率最高约５０％），而且遗产税的税 率 越 高（超 过３亿

日元的部分为５０％，而在１９８８年以前超过５亿日元的部分为７５％），就

越能缩小收入以及贫富的差距（这种税制的建立的初衷也可能是源自追

求社会平等的文化背景）。在美国，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的各级累进税率差

异较小，该做法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去创造财富，并且认同社会的贫富

差异。在中国的个人所得超额累进税率中，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较高（最

高达４５％）。而遗产税也即将正式出台，草案中规定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部

分的税率高达５０％。目前遗产税在中国还未正式生效，这也许与中国重

视从祖先那里承袭遗产的文化背景有关。

针对企业的税法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当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时，企

业会在盈利较多的当年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税法允许抵扣的）。另一种情

况是，针对企业销售收入征收相应比例的核定税额，这种税制是激励公司

去谋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鼓励企业去扩大规模。

▼ 针对税务的内部控制进行探讨的难度

第十章中提到，在美国ＳＯＸ法案颁布之前，内部控制的某些方面并

不为人所关注，其一就是“财务决算”，其二就是这里的“税务”。

近年来，作为会计处理之本的会计准则以及相应的审计准则受全球

化影响，各国的准则都在不断相互趋同。但是由于税务受到税法地域性

的影响，各国的做法区别较大，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知识。这正是在针对税

务相关内部控制进行探讨时，碰到的最难的地方。

在欧洲，ＶＡＴ（增值税）相关的税法非常复杂，会根据采购方、销售方

的企业分类（一般企业、公共事业机关、个人等），而且因企业规模的不同，

税率大不一样。甚至会复杂到，在针对电费的税率中，夜间电费对应的税

率较低这样详细的程度。为了针对税制复杂这个现状，会计师事务所中

成立了ＶＡＴ的专业部门，其中根据税目不同还 成 立 了 各 个 专 门 的 税 务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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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个州和自 治 体 的 销 售 税（ＳａｌｅｓＴａｘ）的 税 率 都 不 相 同，因

此孕育而生了很多咨询公司向企业提供税率等信息。此外，在美国还有

一种替代最小赋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ａｘ）的税种，这是一种强制性

很大的税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各个企业通过各种避税手段来降低

其适用的法定实际税率。

所得税的计算：委托外部公司计算的结果必须进行复核

税法在各国千差万别，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

和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

此外，在税务流程中，一个明显特征是该流程的一部分或者是相当大

一部分往往都会委托外部进行操作。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税务流程中所要求的主

要内部控制。

▼ 掌握影响所得税的各种因素

影响所得税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税法的修订。例如，中国从２００８年起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

法。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有关税法进行修订时，需要考

虑其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金额。

（２）会计准则的修订。会计准则进行修订时，如执行资产负债 表 债

务法，就可能会对于递延税金（资产）等科目产生影响。

（３）发生新的交易。例如，设立新的海外子公司，发生 所 得 时，需 要

考虑对其进行税前列支。

（４）引进新的税务规划战略时。例如，开始实施合并纳税时，需要考

虑到其做法与之前的企业所得税计算的不同，对此需要做好准备。

公司为了正确地计算所得税，其前提是需要收集并掌握影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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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信息，然后根据公司自身情况去判断分析。

上述（１）以及（２）的 要 求，类 似 财 务 决 算 流 程 的“对 于 会 计 准 则 的 理

解”，有时可以委托外部专家（税务师）的帮助。但是，为了防范重大错误

的发生，最好还是能够进行有效的复核，由公司内部的人员掌握理解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相关准则。

▼ 所得税计算

在实务操作中，公司经常使用计算软件等，生成计算表格（之后述及

的“税金计算表格”），计算所得税。

一般在税金计算表单中，建议输入以下项目：

（１）会计利润以及应纳税所得额的调节表。

（２）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和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相互间差异的明

细表。

（３）所得税、递延税款资产—负债的计算表。

（４）会计上必须录入的分录。

（５）税率差异调节表。

税金计算流程的专业性强，宜分配给专人负责，且作为计算依据的税

金计算表格必须经管理人员复核。此外税金计算表格在制作完成之后，

一旦税法发生修 订，或 者 公 司 涉 足 新 的 商 业 领 域，都 必 须 相 应 地 进 行 更

新。只有理解把握影响所得税计算的相关因素，并将其及时反映到税金

计算表格中，确保税金计算表格与最新的税法等一致，才能够正确计算所

得税。

在准备了最新版的税金计算表格之后，接下来就是录入相关必需信

息，得出所得税的计算结果。

上述工作对已经执行新会计准则的中国企业来说，在计算递延税款

以及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格外重要。

▼ 对于所得税计算结果的复核

所得税的计算无论是由公司内部人员操作还是委托外部人员进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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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必须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复核。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复核：

（１）与前一期的内容进行比较。在复核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调

节表时，建议将本期的调节项目与前一期的内容进行比较。例如，前一期

作为纳税调节项目，本期却没有进行调节的；此外，调节金额与前一期相

比变动异常的项目，都是要复核的对象。通过这样的检查，经常可以发现

税金计算的错误。

（２）法定适用税率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调整后的税率的差异。分析

法定适用税率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调整后的实际税率的差异原因，从内

部控制角度来看，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通过分析税率差异的原因，发现

那些输入项 目 等 细 节 问 题，以 及 那 些 通 过 计 算 复 核 也 可 能 无 法 发 现 的

错误。

（３）估计值的妥当性检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在年底 前 提

前关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往往会用到估计值，以此计算所得税额。在

这种情况下，估计值多少会与实际发生金额有所差异。应通过认真分析

估计值和实际数 之 间 的 差 异，确 保 不 存 在 人 为 故 意 而 导 致 差 异 的 发 生。

此外，当某个项目的估计值和实际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时，很有可能是因

为估计的方法有误，有必要重新检查估计的方法。

（４）对于应付所得税余额的分析。有必要针对前期计提的应付所得

税余额，与申报后实际支付额之间的差异进行确认；如果差异重大，建议

仔细分析差异原因。此外，还需要转回那些不该预提而错误预提的税额

差异，避免过去的多预提所得税余额越积越大。

（５）对于递延税款资产的回收性分析。确认递延税款资产需要较高

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考虑公司今后是否能够有足够盈利。企业一般对自

己的未来业绩持积极态度，而与此相反，外部审计师通常会比较谨慎，两

者之间经常会产生意见的不一致。公司和外部第三方的意见不合，本是

难以避免的事情。从公司内部控制角度来分析，需要认真分析递延税款

资产的收回可能性，并且需要由递延税款计算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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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客观的检查。

增值税的计算：需要识别应税项目

各国的间接税之间区别很大。前述的欧洲的情况相当复杂，中国的

间接税主要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在税法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

重。日本的间接税以消费税为主，但由于征税基础是绝大部分的商品和

服务，适用的税率都统一为５％，相对在日本 的 各 税 务 中 并 不 太 重 要，计

算的手续也相对简单。

以下例 子 主 要 是 从 增 值 税（ＶＡＴ）的 角 度 出 发，考 虑 相 应 的 内 部

控制。

▼ 区别应税项和非应税项并且区别适用税率

在中国，填开专用发票并进行抵扣是增值税法规定的基础工作。营

业税由于受行业不同，需要填开不同的专用发票。这一点从全世界各国

情况来看，都是相当独特，且有中国特色的。

无论是根据旧会计准则或者根据新的会计准则，一方面，增值税销项

税额的确认与销售的确认是同步的，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公司根据

该时点相应开出增值税发票。这点也是经常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另一方

面，虽然本来也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计入采购的，但在实务上，当公

司没有收到增值税发票时，由于不能进行进项抵扣，所以一般都不在账面

上确认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在年末、季度末、月末，对于未收到增值税

发票的货物，针对其应付账款，需要先计入应付账款暂估，从会计上明确

采购交易的成立。

然后，在进行每笔交易时，销售时计入增值税（ＶＡＴ）销项税额，采购

时计入增值税项税额。

不管在哪个国家，为了正确计算增值税，最重要的是必须区分应税交



 中、美、日企业内部控制实务

?
１０２　　

易和应税交易以外的其他项，以及区分所适用的税率。

现在一般都使用具有自动计算增值税的信息处理系统，系统通过识

别交易是否应税，自动计算增值税。因此，为了确保在录入单据时能够正

确区分应税项和非应税项，以及区分所适用的税率，事先设定主文档是非

常重要的。由于欧洲的应税项目更加复杂，所以更有必要对主文档录入

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在中国，首先要区分应税和非应税项目，如房屋装修是非应税项目，

飞机维修是应税项目；特别是在针对固定资产维修维护时，可能同时涉及

增值税和营业税，需要清晰区分这两种情况。这个前提相当重要，关于应

税范围的具体解释请参考章末注解［１］。

大多数公司销售或采购货物适用的税率都是１７％，因此可以通过设

置主文档或每次交易时手工录入税率；但如果销售或采购的商品比较特

殊，则应该在每次 交 易 时 识 别 相 应 货 物 判 断 其 是 否 应 税，且 判 断 其 适 用

税率。

关于录入增值税记账凭证的流程，已经在财务决算中述及，主要是对

于凭证的复核和审批。

▼ 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分析程序

一般情况下，针对账面的销项税与进项税余额，希望能够复核其入账

的正确性。复核每一笔税金的计算正确与否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针对

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账面余额，可以将应税交易总额乘以税率得出的

结果与科目余额进行比较，确认两者间有无较大差异。建议每月都能执

行这种分析性程序。

▼ 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对冲

每个国家对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对冲都有不同的规定。中国的

增值税法对于增值税进行税额的抵扣有严格规定。目前，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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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发票以及废旧物资发票、海关完税凭证、运输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

的，可以抵扣进项税。总的一条原则是，除农产品收购发票外，其他发票

必须自该开具之日起９０天内进行认证、申报抵扣。部分企业时常会遗忘

了认证发票，而导致不能抵扣，给企业造成了损失，因此在中国针对该点

内部控制，更需要作为基础的业务流程认真实施。

税金业务流程的重要性：如果法定实际税率是２５％，则

对利润将产生四分之一的影响

在上述各节中，讲解了涉及税金业务流程的主要内部控制。

下面提到的这一点一般没有包含在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中，而

是近年来税务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转移定价。近年来各公司都逐渐

重视转移定价的运用。当母公司在本国的各产品毛利与海外子公司同产

品的毛利之间出现较大差异时，可能是公司有目的性地进行了避税而转

移应税所得。母子公司间的所有交易额乘以百分之几，可能得出几亿元

或者几十亿元的金额，如果公司被处罚追缴这样的数额，在税务上将是个

十分巨大的风险。

如果公司遭到处罚，从内部控制角度来看，这将被视为公司当时公布

了错误的财务报告，有时这可能被认为是内部控制上的一个缺陷。

很多国家都会要求公司整理保存有关转移定价的证明性文件。在中

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４７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

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

理方法调整。”至本书付梓之时，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对《关联业务往来相关

资料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预计在近期内即将出台。该文件将具

体规定纳税人进行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向税务机关报送的资料，以

及纳税人应按纳税年度准备、保存并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资料。这

将增加企业对关 联 交 易 的 举 证 责 任，强 化 税 务 机 关 对 转 移 定 价 的 监 管。

各个企业也都在 翘 首 期 盼 新 的 关 联 业 务 往 来 相 关 的 资 料 管 理 办 法 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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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所以明确转移定价的设定方针，适当运用政策规避风险，这可能也是

内部控制的必要的一个环节
［２］。

美国ＳＯＸ法案中，内控报告中的重大缺陷（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ａｋｎｅｓｓ），不

少都涉及税务方面。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公司 需 要 对 与“公 司 经

营目标相关的科目有关的流程”进行评价。仅仅为了支付税金而去开展

公司经营的企业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这种角度来看，税务流程和公

司的经营业务并不相关。但是根据《实施标准》规定，“针对重要性较大的

业务流程，可以将其作为评价项目，个别追加评价”。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确认递延税金资产（负债）。

如果假设 法 定 实 际 税 率 为２５％，对 于 税 前 利 润 的 影 响 也 将 达 到

２５％。因此，在公司的财务报告环节中，其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投资者对

于企业现金流状 况 以 及 企 业 价 值 的 关 注 由 来 已 久。公 司 的 实 际 税 负 多

少，无论从性质上或者金额上来看，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需要进行关注的

信息。由于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和中国内部控制规范的目的就

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方面考虑，对于税务流程进行评价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专栏　税 金 与 会 计

 税务师与注册会计师职责上的差异

在第十二章中，述及税金 有 两 个 方 面 的 功 能（受 益 者 负 担 赋 税 以 及 社

会财富的再分配）。税务师 作 为 税 务 专 家，在 其 职 责 中 体 现 了 上 述 税 金 的

两个方面。

税务师担负了监督企业和个人正确纳税的职责，并需要站在企业和个

人的立场上，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在美国，税务师提供合理避税服务后，如

果所服务的客 户 发 生 损 失，税 务 师 会 因 为 服 务 失 职（Ｍ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而 被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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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客户可以向税务师提出赔偿请求。

与税务师相比，注册会计师的职责只是合理确保财务报告的正确性。

作为注册会计师组织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为企业提供正式咨询服务时，

需要和审计合同分开，单 独 签 订 咨 询 服 务 合 同。自 从 美 国ＳＯＸ法 案 实 施

以来，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为 客 户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会 影 响 其 审 计 的 独 立 性，政

府制定并实施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

值得关注的是，欧美的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原 来 的 业 务 领 域 包 含 了“审 计”、

“税务”以及“咨询”服务，在美国ＳＯＸ法案实施以后，各大会计师事务所都

将“咨询”部门独立出原 事 务 所，单 独 成 立 咨 询 公 司。但 是，咨 询 性 质 的 税

务服务却能够作为会计师事 务 所 少 数 几 项 可 提 供 的 非 审 计 业 务 之 一 得 以

保留［３］。在欧美传统观念中，会计师事务所会向客户提供审计以及税务两

方面的服务，在审计业务中也需要税务专家的参与。与此不同，在日本，会

计师事务所是禁止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

 财务审计和税务调查

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师由 于 都 是 专 业 人 士，作 为 外 部 的 第 三 方，两 者 对

客户的拜访和工作程序方面经常会被拿来作比较。

作为公司而言，必须接受的是由外部审计师实施的财务审计和税务机

构可能实施的税务调查（这 里 请 先 暂 不 考 虑 针 对 美 国ＳＯＸ法 案 和 日 本 版

ＳＯＸ要求的内部控制 的 审 计）。注 册 会 计 师 是 对 财 务 报 表 的 整 体 无 重 大

错报漏报作出合理的保证；税务局的调查主要是选择易出现遗漏的申报项

目，检查申报有无缺失。这是两者的最大的区别。

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是从审计客户处获得报酬，这一点大大影响了会计

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这也是 在 制 定 美 国ＳＯＸ法 案 过 程 中 被 讨 论 的 最 主 要

问题之一。在审计亏损企业以及站在盈亏临界点的企业时，更需要实施严

格的审计程序；但实际上（也 是 当 然 的），外 部 审 计 师 从 这 样 的 公 司 获 取 相

应的审计报酬是相当困难 的。所 以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在 这 一 点 上 是 最 左 右 为

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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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调查的执行会因各国的习惯和规定不同而不同。

据说，在意大利有这样的制度（Ｃｏｎｄｏｎｏ）：如果按照税务机构要求的金

额支付税款的话，过去一 定 年 度 账 簿 的 税 务 调 查 就 可 以 免 除。因 此，也 就

可以免除了双方实施和应对税务调查的程序和麻烦。在印尼等国家，是否

需要进行税务调查，税务专管人员的判断还是起到了主要作用。

就像中国电影《至 高 无 上》中，李 雪 健 出 演 的 税 务 稽 查 员 老 李 兢 兢 业

业、一丝不苟，面对金钱和 物 质 的 诱 惑，毫 不 动 摇。在 日 本 电 影《国 税 女 稽

查官》［４］中也同样刻画了国税稽查局的税官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地去调查、

发现各种问题，维护税法的尊严。这种国家权力机关也是维护社会健全和

谐发展的重要组 成 之 一。在 电 影《铁 面 无 私》（ＴｈｅＵｎｔｏｕｃｈａｂｌｅｓ）［５］中，芝

加哥最大的黑帮被起诉有 逃 税 嫌 疑。老 警 员 为 了 保 护 作 为 证 人 的 黑 帮 财

务负责人，展开了一场与黑帮的战斗。

税法是自古以 来 就 有 的 制 度，而 财 务 审 计 制 度 是 从 当 代 起 才 逐 渐 开

始。这两者是社会健全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增值税的征 税 范 围 包 括：销 售 和 进 口 货 物，提 供 加 工 及 修 理 修 配 劳

务。这里的货物是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等，不包括不动

产。加工是指受托加工货物，即委托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托方

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修理修配是 指 受

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

［２］转移定价的相关税法规定，企业需要先与当地税务局确认集团内部

的越境交 易 的 价 格 计 算 方 法，提 交 预 约 定 价 协 议（Ａｄｖａｎｃｅ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ＰＡ）。

［３］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中，为客户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是禁止站在客

户的立场上为客户提供税务规划的咨询服务的。

［４］导演和编剧是伊丹十三。（原名“Ｍａｒｕｓａの 女”，Ｍａｒｕｓａ是日本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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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稽查部的简称）影片描写了女税官和逃税者之间的各种斗 争。该

片荣获１９８８年第１１界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

［５］《铁面无私》（ＴｈｅＵｎｔｏｕｃｈａｂｌｅｓ）的男主演肖恩·康纳利，凭这部影片

荣获了１９８７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书书书









? 第十三章　人事薪资管理

?
１０８　　

→
　　　　

企业以人为本

人事薪资的内部控制：批准计算依据以及复核计算结果

的必要性

中国国家统计 局 的 统 计 结 果 显 示，２００７年 中 国 的 第 三 产 业 比 例 为

４９．２％。伴随着经济 的 软 件 化 进 程，以 软 件 开 发 企 业、人 力 资 源 服 务 企

业、医疗福利企业、学习培训企业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得以蓬勃发展。对

于上述企业来说，人事薪资相关业务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ＳＯＸ法案中，人事薪资流程一般会被纳入评价范围。在中国，

财政部办公厅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专门设

置了“人力资源政策”的章节。

在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公司需要对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的会

计科目有关的流程进行评价。因此，除了职工薪资所占比率较大的企业，

许多企业并不将人事薪资相关的业务流程作为评价对象。但是，正所谓

“企业以人为本”，不重视人事管理，就不成其为公司了。现按照内部控制

的一般要求，对人事薪资流程进行探讨。

▼ 招聘录用和离职的手续

建议将招聘录用时应办理的所有手续归纳制作成检查一览表，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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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招聘录用时，针对各个招聘者的实际情况，按照检查一览表中的项目，

逐一进行检查，以确认经办手续无遗漏。该项目不仅限于人事部门内的

手续，最好还包括招聘、离职时其他部门需要实施的重要事项。请参考如

下示例内容。

 要求应聘者必须提供的文件材料。

 进行社会招聘时，根据招聘职位所需的要 求，检 查 相 应 履 历。尤

其是，在将特定的工作经验作为招聘条件的情况下以及所招聘职

位涉及内部控制的重要业务时，希望能向原用人单位了解核实该

应聘人员在原单位的工作经历及其工作态度。

 工作岗位描述书的制作、确认与保管。这种做法在中国和日本虽

然并不多见，但在欧美，将各员工的职能和责 任 通 过 文 字 明 确 记

载，制作成工作岗位描述书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针对财务决

算、会计、资金、信息系统等需要职权 分 离 的 重 要 岗 位，更 是 强 烈

建议编制相关员工的工作岗位描述书。在中 国，《企 业 内 部 控 制

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强调了岗位说明制度的必要性。

 进行入职培训。近年来，按照公司层面控制和信息系统整体控制

的相关要求，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员工上岗 时，对 其 进 行 职 业 道

德和信息安全相关内容的培训。

 员工卡的交付。

 在公司的网络和信息系统中授予员工相应的用户名、向信息系统

部门提出申请。

 薪资主文档的登录。这是人事薪资流程中最重要的手续，如果是

合同工，登录其小时工资；如果是正 式 员 工，登 录 其 月 薪、年 薪 及

各种补 贴 及 扣 除 的 依 据 等 信 息，并 且 应 该 对 登 录 结 果 作 双 重

检查。

公司也应该设计离职手续的检查表，在员工离职时予以执行。尤其

是在中国，公司一般很重视实物的收回，如员工卡、未上缴的备用金、手提

电脑等，但是往往会忽略“信息资产”的收回，例如网络和信息系统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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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停用、薪资主文档的删除等。上述几点从内部控制的观点来看，是很重

要的。

▼ 考勤记录

薪资计算的前提是考勤记录。在制造业中，以产品为单位计算成本，

根据工作日报告（时间）输入劳务费用，将其作为在产品余额的一部分，软

件开发业等也将人工费用作为存货。

合同工是将工作时间与薪资计算直接挂钩的，正式公司员工也许只

有平时的加班和休息日加班时，才对工资和补贴产生影响。无论是针对

上述哪种情况，部门管理人员需要复核考勤记录的妥当性，确保记录正确

且无遗漏。且有必要对平时加班和休息日加班进行事前批准，或事后的

补批。

利用考勤卡和员工卡对员工进出办公室记录时，需要复核、批准可能

产生的忘打卡或代打卡的情况。同时通过对部门员工的工作负荷量进行

再确认，如果记录的加班时间短于直观认识，此时，从合规性角度需考虑

是否存在免费加班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对于派遣员工（即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签约，派往特定公司工

作的员工），公司不直接付给其薪资，而是将其作为劳务费支付给人力资

源服务公司。在第六章已经述及，如果是对派遣员工依赖较大的行业，购

买的劳务相当于采购的“入库”。建议确认派遣员工的工作时间是否正确

记录，并向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做准确的报告。

▼ 薪资的计算

参照考勤记录和薪资主文档计算薪资。有时会将该计算工作外包给

其他公司，公司基本都会再对外包计算的结果进行复核。即使是公司自

行计算，也需要人事部门等对薪资计算（或者支付）的结果进行复核。在

复核中，通过将本期或者本年的数据与上月或上年同期作比较，确认有无

异常的大金额支付情况发生。还可以将实际员工人数与计算时的人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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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通过分析，确认有无虚构的员工。

此外，薪资计算期间以１５日和２５日为截止日的情况较多，在月末和

季末有必要计提未付薪资。根据美国（美国会计准则）和欧洲（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情况，由于需要计提员工提供劳务所换取的带薪假期，因此

对带薪休假管理簿的复核就变得很重要。

▼ 人事评价

实施贴切的人事评价是企业的活力之源。就此而言，这也是公司层

面内部控制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可能存在一种百分之百满足所有人期望的人事评价体系。每

个人的观点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因此绝对“公平”的人事评价也许只是种

幻想。然而，“透明”的人事评价是有可能做到的。为了让人事评价更能

够被接受，公司应当要制定更清晰明确的评价标准。

作为人事评价相关最佳实例之一，公司的中期计划从部门目标中得

以体现，并将各部门的管理人员的目标设定为数值，更进一步分解，尽量

将担当人员的目标也设定为数值，然后分别对其完成度进行评价实施目

标管理。制定目标时，设定一些较客观的数值性指标，能够清晰明确地进

行评价是很重要的。制定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的目标时，设定比较性的

数值目标会相对容易；但是，管理部门也可以设定各种各样的对应于中心

业务的客观目标。例如，信息系统部门可以设定系统使用率和新系统导

入的完成日期，会计部门可以考虑设定外部审计时发现的结算错误数和

金额。

什么都用数字来说话，可能让人觉得太现实。但是考虑到如何去评

判自己和部门业务的核心价值，而且表现出自己的努力程度，并将目标完

成度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的眼前，数字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司可以

在实际操作上围绕业务中心点设定目标，同时再将上下级的设定目标相

整合。

此外，管理人员这个岗位需要很多判断，因此也容易造成设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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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含糊，一旦管理层设定的目标都很含糊的话，其下属设定的目标肯定更

不明确。这里仅仅举个例子，针对较主观的目标如“对属下的体谅、理解”，

也可以考虑设定其目标为“离职率××％以下”；针对“属下所受教育、培训”

这个目标，可以设定为与部门业务相关职业资格、考试的合格数等。

▼ 奖金的计算

奖金的计算与薪资的计算相同，人事评价的结果作为其计算依据，需

要经过批准。此外还建议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性复核。

为了提高企业组织的活力，从注重成果的角度考虑，许多企业在计算

奖金时，一定程度上会受人事评价结果的影响。但是，对奖金的影响会成

为一柄双刃剑。如果评价不是很清晰明了，且员工对其并不接受的话，不

仅不能提高员工积极性，反而会导致员工士气的低落，对内部控制的实施

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另一种做法是，将奖金与部门和公司的整体业绩挂

钩，这样计算相对简单，且也能够显现其激励效果。

给予员工股票期权是一种不用支付现金而网罗人才的方法，在美国

和日本ＩＴ泡沫时期比较流行。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国新会计准则《第１１号———

股份支付》的定义，企业授予职工的期权、认股权证等衍生工具或其他权

益工具，对职工进行激励或补偿，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实质上属于职

工薪资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会计处理上，应将其确认为职工薪资费用。

而且，由于是与股价高低挂钩的报酬，因此在预计股价无法上升时股权激

励的效果并不明显。但考虑到该方法能使企业利益相关目标与员工个人

目标保持一致，所以如果能妥善运用的话，依然会是种有效的奖励手段。

另一方面，如果过度将经营业绩与管理层高额薪资挂钩的话，会增加

管理层粉饰财务报表的风险，必须要注意如何保持平衡。这个也是在评

价公司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时，需要考虑的事项之一。

▼ 年金的管理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实施的《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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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试行办法》中的定义，在中国的企业，年金主要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

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企

业年金，应 当 按 照 本 办 法 的 规 定 执 行。 根 据 有 关 调 查 报 告 显 示，截 至

２００７年底全国有３万多家企业建立了企业 年 金。中 国 的 企 业 年 金 制 度

选择了确定缴费型（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信托模式，引入了受托机构、

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等多个角色。

在美国基本采用变动给付型的年金政策；但在日本，年金政策仍然以

确定给付型（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为主。

在日本的人事薪资业务流程中，确定给付型企业退休金的相关会计

处理，从金额或性质上来看，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离职补偿金的提存不足

会在预计平均工作年限内有规律地摊销，换言之，摊销年数是由企业自行

衡量的。此外，离职补偿金与基金未来受益有关，会受基金预期收益率的

影响，因此难免会有主观判断的成分。

通常，年金资产的使用和退休金的数学计算本身外包给信托银行和

保险公司，公司有必要对该计算结果进行复核。当然并不是要复算年金

数学计算的详细过程，只是要执行一定的分析性程序，尤其是要确保使用

的折扣率、期望收益率、费用的分摊年份的正确，不得随意变更。如第十

章结算中所述，接受独立第三方的复核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

此外，如果是委托金融机构，通常可以获得对其内部控制的外部评价

报告［１］。

［１］在美国，该报告根据ＳＡＳ７０法案（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ｏ．７０“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２．１２））编制。在日本，则是根据

审计准则委员会第１８号决议“外包业务相关控制风险的评价”进行

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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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层 有 没 有“绝 不 做

假”的决心？

公司层面控制的重要性和难 点：如 果“公 司 层 面 控 制 无

效”，实务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

从各个角度来看，“公司层面控制”无论是在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

ＳＯＸ，还是中国的内部控制体系中，都是最重要的领域。

首先，从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日本的嘉娜宝事件、活力门事件

和中国的银广夏事件等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粉饰财务报表事件来看，企

业是否对其财务报表做假，根本上往往取决于管理层的意识。“公司层面

控制”，即是管理层是否拥有“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绝不存在虚假记载”

的决心，以及管理层是否努力营造实事求是的企业控制环境，并构筑相应

的体制。

其次，日本版ＳＯＸ《实 施 标 准》规 定 了 首 先 要 评 价 公 司 层 面 控 制［１］，

并根据其结果选定需要进行评价的企业分支机构。比如，“如果公司层面

控制评价结果为有效，那么可以选择公司合并基础 上 销 售 额 的 大 约２／３

的分支机构”。此外，正如《实施标准》中同样提到的，“如果公司层面控制

无效，必须扩大评价范围和追加评价程序”。

美国ＳＯＸ法案中，《审计准则第２号》（简称ＡＳ２）也要求最先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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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控制实施评价，而《审计准则第５号》（简称ＡＳ５）从以风险导向方法

（Ｒｉｓｋ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视点出发，记载了如下表述：“审计师可以根据对公司

层面上的控制实施评价的结果，增加或减少对其他控制实施的测试程序

（ＡＳ５第２２段）”，“公司层面的控制对其他控制的有效性起到监督作用。

（略）运行如果有效，审 计 师 可 能 同 意 削 减 一 部 分 其 他 控 制 的 测 试 程 序

（ＡＳ５第２４段）”。当初，有一些公司选择了９５％的分支机构作为评价对

象。如果评价范围如此之大，将带来极为繁重的工作量。

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中，就内部

控制的评价范围有如下表述：“被评价单位内部控制是否在风险评价的基

础上涵盖了企业层面的风险和所有重要的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企业

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中有如下表述：“注册会计师

应当测试企业是 否 存 在 对 内 部 控 制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且 有 效 的 企 业 层 面 控

制。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层面控制的评价能够增加或减少其本应对其他控

制进行的测试。”

▼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和日本有弱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倾向

公司层面控制虽然极其重要，但其对应工作相当的困难。

第一，一提及公司层面控制，多数人就会联想到美国的公司治理及

其他和经营管理相关的行为习惯。比如，美国ＳＯＸ法案中要求董事会和

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公司运营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较之美国企业而言，

中国和日本企业存在弱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倾向。也就是说，中国

和日本企业在公司层面控制方面，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到底该实

行什么样的公司层面控制，仍然很难断言。

笔者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模板列举了２００余条相关项目，有

些项目只是举例，不一定需要全部执行。与之相反，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审

计标准中虽然只列示了７个项目，这些也是举例而已，除此之外尚有很多

必要的项目。

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列举了４２项“和 财 务 报 告 相 关 的 公 司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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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控制评价项目举例”［２］。虽然《实施标准》中使用了“例如”的字眼，还提

出了“就公司层面控制而言，应参考列出的这４２项，如发现问题，必要时

应予以纠正”。在实务上，《实施标准》中所列的这些项目，应该是日本企

业将来努力的方向。

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十一条到四十七条这３７条列举

了中国大中型企业应有的公司层面控制的内容。

评价公司层面控制的第二个难 点，是 如 何 审 定 金 额 的 影 响。 比 如，

评价中发现“缺乏道德 准 则 或 类 似 政 策 性 文 件 ”的 问 题，应 该 没 有 人 能

够说出该问题会对哪个会计科目产 生 多 大 金 额 的 影 响 吧。外 部 审 计 师

通常更关注会计科 目 的 余 额，因 此 他 们 很 难 仅 仅 因 为 公 司 层 面 控 制 的

缺陷，就断言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有“重 大 缺 陷”。 何 况，公 司 层 面

控制的不完善，主要都源于管理层的意 识 或 者 努 力 不 足，所 以 外 部 审 计

师较难作出这样 的 判 断。 不 过，如 果 在 会 计 科 目 余 额 审 计 中 发 现 的 错

误记录是由于相关 公 司 层 面 控 制 的 缺 陷 而 导 致 的，那 么 也 很 有 可 能 被

认定为“重大缺陷”。

公司层面控制的具体举例：现已实施的控制方法已经涵

盖了控制的很大一部分

笔者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模板和 日 本 版ＳＯＸ《实 施 标 准》所

列示的项目中，颇多描述趋于抽象，但也有许多项目与中国和日本企业的

实际经营管理中 方 法 比 较 接 近。然 而，仍 然 有 很 多 控 制 点 值 得 导 入、强

化，或为了能够实施客观的评价而加以改善。

那么，让我们以多数企业实施的内部控制活动为中心，看一看公司层

面应具备的内部控制的例子。作为参考，表１４１至表１４４列示了内部控

制构成要素相关项目。这些仅是笔者根据经验列举的较常见的公司层面

控制，而不是该层面应有的全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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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１　公司层面的政策、制度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经营理念（Ｖｉｓｉｏｎ）

经营目标（Ｍｉｓｓｉｏｎ）
比如，列示公司的存在价值：公司应该追求怎

样的优势和特长，并 随 之 为 社 会 和 利 益 相 关

者做出怎样的贡献。

控制环境

道德准则、行为规范 通过培训项目促 进 知 识 普 及 和 教 育；对 于 违

反道德的行为是否采取适当的措施。
控制环境

集团会计制度 （参见第十一章“合并决算”） 控制环境

信息与沟通

集团ＩＴ政策 公司常见的是 安 全 措 施 和ＩＴ制 度 等。除 此

之外，还需规定信 息 系 统 开 发 和 变 更 时 公 司

须从职责分离和安全保障等内部控制的角度

出发进行研究。

ＩＴ的对应、信息 与

沟通

表１４２　评价公司层面的计划和完成情况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中期计划、预算 全公司及各部门的目标以财务数据的形式设

定，根据完成情况定期修正目标，并分析偏离

目标的原因并决定应对的策略。

信息与沟通

月度决算、试算表 适当的管理层审阅并使用内部财务报告。 信息与沟通

ＩＴ战略 制定信息技术相 关 战 略，使 之 与 全 公 司 的 中

期计划相一致（一部分亦可）。尤其须反映财

务报告与内部控制的相关要求。

ＩＴ的对应、信息 与

沟通

风险评估 企业须定期执行包括财务报告风险在内的整

体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与对应

表１４３　组织、人事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经营管理会议 会议定期召开，会议中审核、决定的内容都以

书面形式留档。监事和财务报告职能相关负

责人参加实际决定企业经营方针的会议。

信息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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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组织结构图 显示了公司所构 筑 的 必 要 的 组 织 结 构，明 示

下级组织向上级 组 织 的 报 告 关 系。同 时，该

组织结构能够被适时更新。

控制环境

控制活动

审批制度、权限规则 明确何等职位或 职 责 的 经 营 管 理 者，拥 有 何

等的权限。
控制环境

控制活动

职责分工制度 企业须明文规定 职 责 分 工，明 确 内 部 控 制 中

重要的职责，比 如 决 算、会 计、资 金、ＩＴ等 方

面的负责人和执行人。

控制活动

岗位说明书 尽量明文描述所有员工的岗位职责。这样的

做法在中国和日 本 还 比 较 不 普 遍，尤 其 是 财

务决算和ＩＴ相关领域亟须加强。

控制环境

人事考评 企业须公正适当地进行人事考评。请参照第

十三章“人事薪酬管理”。
控制环境

决算制度 企业须保有足够数量的具备决算工作能力的

人才。请参照第十章“单体决算”和第十一章

“合并决算”。

控制环境

表１４４　监事、内部审计职能和通报制度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监事 由精通财 务 报 告 和 内 部 控 制 的 适 当 人 士 担

任，发挥对公司经营的监督职能。同时，监事

应与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进行沟通。

控制环境、监督

内部审计职能 须具备独立性，审计范围不受限制，并可直接

向管理层、监事（会）报 告。母 公 司 和 主 要 的

子公司，须配备足够素质和数量的、能在全集

团范围内实施监督职能的人才。

监督

内部控制的评价 定期对内部控制 进 行 评 价，向 管 理 层 报 告 评

价结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此点是在

各国内部控制法规下必须每年实施的活动。

控制活动

ＩＴ的对应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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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司层面控制举例 说　　明 内部控制构成要素

内部举报制度 与一般的报告路 径 不 同，对 于 和 财 务 报 告 相

关的舞弊、违规违 法、有 悖 道 德 规 范 的 行 为，

应设立向独立的 组 织 机 构 报 告 的 制 度，并 在

实际工作中可得以运用。举报行为应不受管

理层掌控，举报内容应被妥善处理，同时防止

对举报人可能的利益侵害。

信息与沟通

控制环境

监督

外部举报制度 这也与一般的接受外部信息的窗口不同。例

如供应商可以将 舞 弊、违 规 违 法 等 行 为 向 采

购部门以外的独立的组织机构报告。

信息与沟通

监督

防止舞弊 作为风险评估的一部分或者单独实施。研究

是否有发生舞弊 的 动 机 和 环 境，是 否 引 入 了

抑制和防止舞弊发生的控制制度。

风险评估与对应

公司层面控制的 文 件 化 和 评 价：对 于 集 团 整 体，以 统 一

的政策和制度实施控制

▼ 公司层面控制文件化和评价工作的注意点

一旦公司层面 控 制 被 评 价 为“无 效”，在 实 务 中 将 带 来 很 大 的 麻 烦。

当然，从根本说，公司必须改进内部控制缺陷，将内部控制以书面文件形

式记录（文件化）并对其实施评价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公司层面控制的文件化和评价工作实务中，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与单个票据处理等单纯的流程层面内控不同，公司层面的控制具有

更高层次的内容，公司必须下一番苦功确定各控制点。

比如，公司规章制度中写明：“对于必要的组织机能，设置相应的部门

并配备负责人，在组织结构图中明示并适时予以更新。”这时，在实际运行

状况的评价（测试）时，可能会发现管理人员的人事调动情况没有及时反

映在组 织 机 构 图 中 的 错 误（运 行 方 面 的 缺 陷）。 如 果 内 部 控 制 设 计 为

“⋯⋯组织结构图每月更新”，实际运行的话，在实际评价工作中，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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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这样的运行缺陷。

还有一例。公司明文规定：“制定道德规范，以全部管理层为对象展

开道德和合规性培训。”评价时，随机抽取管理职位的人员询问其是否接

受了培训，即使公司严格要求培训，如果抽取２５人询问，即有可能会发现

其中几人实际 未 参 加 培 训。如 此 说 来，“公 司 制 定 了 道 德 规 范 并 可 供 阅

读”这样的测试就似乎稍显不足。假如规定设定为：“制定道德规范，面向

管理层展开道德和合规性培训，参加培训人数比例达到九成（姑且不论九

成是否足够）”，那么作为控制测试，可以追查是否参加培训比例达到九成

的相关资料和实际参加培训的记录，以此为依据。

▼ 公司层面控制文件化和评价的形式

大多数企业集团的母公司都建立并运行了上面列举的公司层面控制

（暂且不论有没有改进的空间），但是所有子公司是不是都和其母公司一

样建立和运行了这些控制呢？

公司层面控制的文件化和评价，可按照每一个企业分支机构或每一

个个别的内部控制，采取以下不同的形式：

（１）由母公司实施公司层面控制的内控文件记录，然后在所有分支

机构实施评价。

（２）由母公司实施公司层面控制的内控文件记录，并由母公司实施

对所有分支机构的评价。

（３）在各分支机构实施内控制度的内控文件记录并评价。

一般来说，公司层面控制会广泛影响公司全体，是以公司全体为对象

的内部控制，因此以集团整体统一的规则实施的控制，应该由母公司实施

记录内控文件的工作。关于评价工作，原则上应在各分支机构开展对于

集团整体内部控制的评价，也就是说，应该在各个分支机构评价控制活动

是否按照母公司的设计运行。（上述（１））

另一个例子是，假使是“定期实施风险评估”的公司层面控制活动，子

公司风险评估的结果会报告给母公司，则可以由母公司统一实施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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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样测试。（上述（２））

相反，正如“员工的人事考核”，虽然有时由母公司制定考核目标，但

在大多数情况下，具体的控制设计（Ｄｅｓｉｇｎ）不得不由公司各分支机构做

出。（上述（３））

所以，对于就公司层面控制设定的各个评价项目，需要结合实际判断

其属于上述的（１）、（２）、（３）中的哪种情况。

然而，企业应适时明文规定并宣传公司的政策，并积极促进集团整体

的同一性。换言之，企业应通过规章制度和统一的方针，谋求集团整体在

内部控制方面的步调一致。

［１］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审计准则》中，最初规定了须评价“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其意图是要求外部审计师“对于集团整体有效的内部控制

进行评价”。

对此，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更注重于管理层层面，即“公司层

面控制”。而且“在认识到独特的历史、习惯和组织结构后，可只以每

个子公司和事业部等为对象，评价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所以（集团

整体控制的有效性自不待言）“要求就管理层对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

有效性作出评价”。

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日本企业就集团整体实施统一控制的倾向

较弱。然而，美国ＳＯＸ法案 相 应 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也 是 以

全公司的内部控制为中心的，即使有在个别子公司评价公司层 面 控

制的情况，在实务中美国和日本的对应也基本相同。

［２］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针对“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中内部控制

的各要素，列举了控制环境１３个、风险评估４个、控制活动７个、信

息与传达６个、监督７个、ＩＴ反馈５个，共计４２个项目。其中，就控

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传达、监督这几个要素是ＣＯ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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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定义了的内部控制要素。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是在此

基础上增加了“ＩＴ反馈”。

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同样也承袭了ＣＯＳＯ的理念，

定义了５个 内 部 控 制 要 素，其 中 列 举 了 内 部 环 境９个、风 险 评 估８

个、控制活动１０个、信息与沟通６个、内部监督４个，共计３７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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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信息 系 统 是 企 业 运 作 不

可欠缺的组成部分

信息系统（ＩＴ）和内部控制：在ＩＴ领域中，内部控制的层

次参差不齐

现代企业的运作中，信息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认为企业的主要

活动都是利用信息系统来进行的也不为过吧［１］。

目前，包括信息系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内，很多人对计算机的认识还

停留在“不十分了解”的阶段。除导入美国ＳＯＸ法案或日本版ＳＯＸ的企

业或取得了ＢＳ７７９９／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７９９等［２］认证的企业以外，大家对ＩＴ领

域的内部控制需要达到何种目标，仍然知之甚少。

ＩＴ领域的现状，与ＩＴ自身发展历史尚短有着直接的联系。与业务

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至少已经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发展；而商用计算机系

统在一般企业中的普及，如果从１９６４年ＩＢＭ３６０发售以来算起，两者之

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ＩＴ内控的标准化与实务中的参差不齐并存

虽然与ＩＴ有关的内部控制的发展历史不长，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ＩＴ内部控制的标准化已经波及全球。以注册会计师为例，基本上各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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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乃至各个州都有自己认可的资格，而且取得资格的条件和考试等都各

不相同。与之相对应，跟信息系统相关的内部控制专业资格比较统一，其

中出名的是由ＩＳＡＣＡ（国际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认定的ＣＩＳＡ（国

际信息系统审计师）资格。ＩＳＡＣＡ每年举办２次ＣＩＳＡ资格考试，在全球

约７０个国家１８０个城市进行。

在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方面，虽然ＣＯＳＯ［３］和ＰＣＡＯＢ［４］都发布了含

有有些具体示例的内控标准，但实务操作中，各个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会参

考和使用自己编制的标准模版。针对这一现象，全面包罗各项ＩＴ内部控

制的ＣＯＢＩＴ［５］体系为众人熟知。

在日本，根据ＩＴ领域内部控制的要求，经济产业省发布了《系统管理

基准》作为日本版ＳＯＸ的补充内容。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为

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单独设置了一个章节加以规定。

将目光转回实 务，ＩＴ领 域 内 部 控 制 层 次 参 差 不 齐 的 现 象 还 非 常 明

显。在业务流程中，实地盘存、授信管理等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是否认真

地执行另当别论）。而就ＩＴ而言，我们却常常碰到在不顾信息安全的状

态下进行系统开发的情况。当然如金融机构等非常重视信息安全系统体

系构筑的公司也是存在的。

信息系统（ＩＴ）整体控制和信息系统（ＩＴ）业务处理控制：信息

系统整体控制是衡量“信息系统整体是否可信赖”的机制

ＩＴ业务处理控 制（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即 指 在 业 务 流 程 中 使 用 的

个别信息系统［６］所包含的控制功能。例如，“当超过授信额度时，系统自

动拒绝新订单的输入”就是ＩＴ业务控制的一种。另外也有系统处理和人

为干预（手工处理）相结合的业务处理控制形式，如，“系统输出所有超过

授信额度接受的订单的一览表，管理者对一览表进行复核”。

与业务处理控制相对应的，用来衡量“信息系统整体是否可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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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系统整体控制（中国财政部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

稿）称之为“信息系统一般控制”）。举例而言，主要有用户账号和密码设

定的安全管理、与系统开发相关的程序测试和开发成果确认等重要的内

部控制。这些控制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信息系统，而是统管信息系统

整体的通用规则。通俗地说，就是信息系统部门日常所进行的一般业务

管理。

例如，最常见的问题是访问权限的适当性。信息系统上的访问权限

设定，通常都被理解为是信息系统整体控制管理的范畴。不过什么样的

业务担当需要被授予何种适当的信息系统访问权限，则是由各个业务部

门的负责人根据权责分工和业务效率的综合考虑决定的。

话虽如此，目前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授予、变更、删除等（无论是由

信息系统部门执行，还是由用户部门执行），还是被包括在信息系统整体

控制的范畴之内。

▼ＩＴ业务处理控制是在各个业务流程中进行评价的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实务层面，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

ＳＯＸ和中国内部控制法规中的ＩＴ业务处理控制都是在各个业务流程中

进行评价的。

信息系统部门和身为用户的业务部门的沟通有时会发生分歧（事实

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歧是常常发生的）。从用户的角度看，会认为信

息系统部门根本不知道业务的需要（如，为什么信息部门不能更实时地上

传信息），而信息系统部门则会觉得用户对系统并不理解（如，用户应该对

数据库表格的结构多加了解，这样就能区分数据提取的难易程度）。虽然

部门之间存在各种分歧，但是身为用户还是有必要对自己业务上所使用

的信息系统功能的工作原理有所了解。

如今，在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和中国内部控制法规的实务操

作中，ＩＴ业务处理控制的评价通常是由业务流程的负责人和ＩＴ内部控

制的专家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的。



 中、美、日企业内部控制实务

?
１２６　　

此外，在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时，为了确定手工控制是否遵循了既定

的内控规则，每年 我 们 都 需 要 对 业 务 流 程（不 存 在 轮 换 测 试 流 程 的 情 况

下）通过抽取样本的方式来评价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而对于系统自动

处理的控制而言，如果该功能没有发生改变且信息系统整体控制有效的

话，则可以直接利用上一年的测试结果。

信息安全领域要求的内部控制：最重要的控制———用户

账号、权限管理和密码设定

让我们再来看看信息系统整体控制所包含的主要内部控制。在接下

来的内容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平时不常见的信息系统用语。对这些系

统用语我们可以不必深究，主要以了解相关的内部控制为主。

在信息系统整体控制体系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主要有三大领域，其

中“信息安全管理”［７］和“开发、维护管理”比较重要，另一块内容是“应用

管理”。其他的“ＩＴ战略和计划”、“ＩＴ风险评估”和“业务持续性计划”等

领域的内容一般被认为与财务报告的关系不大，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控制

会被包括在公司层面控制范围之中。

下面，让我们先从常见的信息安全管理领域开始介绍。

▼ 密码设定的基本要素

说起信息安全，通常都会联想到“密码”。为用户的账号设定适当的

密码是确保信息安全的重要环节（稍后还会讲到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

关系）。一般在用户接入网络时会被要求输入密码（该密码通常是 Ｗｉｎ

ｄｏｗｓ或 Ｍａｃ等操作系统要求的［８］［９］），然后在使用个别业务的应用系统

（信息系统）时也会被要求输入密码。网络以及业务应用系统的密码应包

含的主要要素如下：

 定期变更密码

密码必须定期变更。一般至少每３个月变更一次，建议每月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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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字符长度

一般的密码建议长度是６位以上，对风险较高的信息系统或功能而

言，建议使用８位以上的密码。

 使用文字字符

在密码中，建议同时包括阿拉伯字母的大写、小写和数字，最好还能

加上特殊字符（％、＆、！、＊等）组成复杂的密码。

 密码历史记录

如果变更后的密码，是前不久已经使用过的密码的话，结果跟没有变

更密码差不多。因此，建议不要使用最近１０次使用过的密码。

▼ 密码设定示例

我们就以一个容易记忆的强密码为例，向大家说明：

“ＫＨ１００％ｊｉａｙｏｕ！”

（这里的ＫＨ是作者姓名的缩写，“ｊｉａｙｏｕ”是“加油”的拼音。不过这

并不是作者实际使用的密码。）

如上所述，密码需要定期变更、字符长度要增加、须使用复杂密码、不

能重复过去使用过的密码，而且网络和应用程序需要不同的密码，使用多

个应用程序的 话 也 往 往 需 要 用 不 同 的 密 码［１０］。 还 有，公 司 内 网 的 公 告

牌、培训系统，公司以外的银行ＡＴＭ、证券公司账号、网上社区等都会使

用到密码，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中密码无处不在。但这些密码的长度、允许

使用的字符等的要求不同，即使想用一些容易记的强密码，也不一定能够

适用。

所以绝大多数的用户都会觉得“这么多复杂密码，记不住！”然而，这

样一来，有人就会由于密码记不住而写在便签上贴在电脑显示器旁，这是

不行的。

当然保存密码的最佳方法是全部记住，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记的话，

可以采用如下的次优方案。

把自己使用的密码记录在 Ｗｏｒｄ文档中，对该 Ｗｏｒｄ文档加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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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只要记住网络接入密码和 Ｗｏｒｄ文档的密码就可以了。需要

注意的是，Ｗｏｒｄ文档不能使用“密码”等字样作为文件名。

▼ 与密码相关的常见问题

业务应用系统的密码功能不完善，是常见的密码相关问题。例如，现

在日本的银行现金卡密码只允许４位数字，由于很多用户使用生日（典型

的弱密码）作为密码，使得盗用银行现金卡的现象增多。因此，对于重要

的应用程序而言，如果没有定期变更密码、设置最低密码长度以及使用复

杂字符的功能的话，应该对系统加以修改，或通过别的方法加以完善。而

信息系统管理部门需定期发布通知，提醒用户进行密码变更。对一定期

间未更改密码的用户，加入跟踪复核清单进行监督。在信息安全管理政

策中或信息安全标准的规定中加入最低密码长度限制以及使用复杂字符

等的规定，要求用户遵照执行。

有些应用程序的信息安全管理员（或在系统上拥有很大权限的管理

员）有权查看所 有 用 户 的 密 码，在 用 户 忘 记 密 码 的 时 候 可 以 帮 其 找 回 密

码。这样的做法虽然方便，但是对于信息安全来说是非常不妥的。这种

情况下，信息安全管理员应该进行密码初始化操作，由用户自行登录并重

设密码。初始化的密码建议也采用系统随机生成的密码，避免每次都采

用同样的密码。

▼ 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赋予、变更、删除

用户账号的创建、访问权限（如设定能否使用订单的输入、修改、确认

等个别功能）的赋予和变更等，必须按照相关业务部门和人事部门的确认

执行。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事先根据职务分工的要求确定各项职务所必

需的系统功能，而信息系统部门只需根据人事部门发布的特定职位的人

员录用、变动通知，在系统中按照该职位事先确定的访问权限进行设定即

可。不过一般的做法是由业务部门填写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申请书，

信息部门按照该申请进行相关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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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常常会发现公司的系统中保留有一些不需要的用户账号。

及时地删除那些已经离职的职员用户账号是非常必要的。在欧美国家，

如果要解雇一位在系统上拥有很大权限的管理人员或职员时，会事先禁

用该人员在系统上的用户账号，然后再将解雇的消息通知本人。这样一

来，可以有效地避免恶意的系统信息破坏行为。因此，如果由于密码输入

错误而无法登录时，当事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被解雇了？”

▼ 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定期复核

对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的状态，要求实施定期的复核工作。复核的

主要目的包括如下几点：确认失效的用户账号是否已经删除、职位变动的

员工权限是否已经更新、访问权限的授予情况是否和职务分工的要求相

符等。

目前执行访问权限适当性复核的公司很少。即便要执行的话，势必

将用户部门也牵扯进来。因此，访问权限适当性复核是信息安全领域比

较难处理的问题之一。

通常部门内部各职员权限会由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来确认。对小规

模公司而言，很可能直接由管理负责人来确认。无论如何，最理想的做法

还是如前所述的，如果能够事先确定各项职务所需要的具体功能，则访问

权限的定期复核所要做的就是再确认这些定义是否适当即可。

▼ 授予特定的用户账号

对用户账号必须注意的要点是，共享用户账号的做法是不允许的，每

个用户都应该被赋予特定的用户账号。究其原因，是由于用户账号如果

共享的话，势必造成密码也是共享的，而且即使有系统日志［１１］存在，也无

法确定到底是谁登录了系统进行了操作。话虽如此，由于目前很多ＥＲＰ

系统的用户账号使用许可证的价格很高，所以将具有通用权限的账号进

行共享的情况比较常见。如果存在共享账号的情况，有必要明确地定义

共享的目的和共享账号的权限，并由管理层进行确认。另外，共享账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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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被赋予了只读以外的具有修改的功能的话，一旦有人员职位变动、离职

的情况出现，就必须立即进行密码变更处理。

▼ 管理员账号

如前所述的信息安全要素对普通用户以外的账号也同样适用，尤其

是系统管理员的账号。该账号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人员都非常少，因此对

该账号的管理通常都比较马虎。但由于该账号被赋予了很高的权限，所

以才更应该加以良好的管理。除了系统管理员账号以外，服务器操作系

统、数据库、系统软件［１２］等的管理员账号也需要加以足够的重视。

由于访问权限的设置必须限定在业务所需的功能范围内，因此管理

员账号的访问权限原则上也被限定在日常业务所需要的功能范围之内。

如果是具有极高权限的非常用账户，其密码应写在纸上装入信封封存，并

放在金库中加以保管。对于供应商提供的缺省用户账户（在软件开发时

加入的用户账号），如果没有使用必要的话，建议将其禁用或删除。特别

是ＥＲＰ系统，它涵盖包括财务会计在内的各个业务范围，而其超级用户

的初始密码一般广为人知，因此需加以足够的重视。

▼ 信息资产的物理安全

对计算机房的访问必须加以适当的限制，建议对进出机房实行登记

管理。机房内部的 温 度、湿 度 须 进 行 适 当 的 调 节，并 配 备 必 要 的 灭 火 设

备。相反地，如果将重要的应用服务器放在积满灰尘的办公室角落里的

话，则是严重违反了物理安全的要求。

▼ 其他

信息安全领域所要求的其他内部控制罗列如下：

 信息安全政策（方针）、信息安全标准。将公司对信息安全有关的

想法、密码和用户账号的管理原则、信息系统 相 关 的 重 要 定 义 书

面化，并对公司员工进行相关的培训教育，做到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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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病毒对策。公司的每台电脑、服务器都必须加装防病毒软

件，并定期更新病毒库。此外，相关的防火墙
［１３］

的导入和配置也

很重要。

 日志。根据信息安全政策的要求、业务的需要程度，对风险较高的系

统功能的使用和总要信息的修改等操作，进行日志记录管理。

 信息安全事件的监控（需关注的与信息安全有关的事件，如 反 复

的登录失败、晚间使用高风险的业务功能、没 有 更 新 计 划 的 数 据

被更新了）。信息安全事件也需要根据业务上的需要程度和风险

因素，来加以监控。

专栏　来自信息系统审计师的感慨

 涉及ＩＴ领域的问题很难估计其影响程度

各个企业与ＩＴ相关的内部控制各不相同，而且负责审计的信息系 统

审计师所拥有的经历、擅长的领域和思路也各不相同。就连笔者本人也不

例外，虽然在系统软件包的 实 施 咨 询 和 系 统 开 发 方 面 比 较 有 经 验，但 是 谈

到防火墙的设定的话，心里还是没底。

每个认为自己是个系统专家（更准确地说，是专门挑刺的专家）的人都

会认为自己公司的系统存 在 缺 陷，但 说 到 具 体 的 缺 陷 内 容，可 能 就 会 出 现

各种各样的不同回答，如“按ＥＳＣ键 却 不 能 关 闭 当 前 界 面［１４］”、“通 过 远 程

登录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很差”、“界面的设计缺乏美感”等等。

信息系统审计师的主要 工 作 之 一，就 是 作 为 财 务 审 计 的 一 环，对 信 息

系统整体控制进行评价。

说到要分析信息系统整体控制领域中存在的缺陷（将在第十七章具体

介绍）到底会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对财务会计数据产生影响，有时候

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服务器 机 房 的 进 出 情 况 没 有 留 下 记 录，该 缺 陷 到 底

会对什么会计科目产生多大的影响是非常难以说明的（感觉上好像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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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但是也有一些其 他 缺 陷，如 管 理 员 用 户 账 号 如 果 使 用 弱 密 码 的

话，服务器上的数据库遭到 直 接 破 坏 的 可 能 性 就 大 大 增 加，对 财 务 数 据 的

安全性产生直接的影响。

 实际尝试模拟黑客攻击的服务

正如第四章所说的，在业 务 流 程 的 内 部 控 制 失 效 的 情 况 下，会 直 接 造

成期末财务审计时抽取的 样 本 量 增 加。在 信 息 系 统 整 体 控 制 失 效 的 情 况

下，系统审计人员会得出“计算 机 输 出 的 凭 证 可 信 程 度 值 得 怀 疑”或“不 能

依赖ＩＴ业务处理的控制”等含 糊 的 结 论，这 就 有 让 审 计 人 员（与 信 息 系 统

审计人相对的、对财务报告进 行 审 计 的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主 要 队 伍）和 客 户

无法理解系统审计的意义何在的倾向。

话虽如此，信息系统仍然 是 当 代 企 业 不 可 欠 缺 的 组 成 部 分，而 且 其 重

要性也在日益提高，因此对信息系统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也就成了理

所当然的事。会计师事务所也在不断地修改审计手册，强化ＩＴ相关的内

部控制评价的内容。

有的时候，同事会提出这 样 的 要 求：“既 然 是 做 系 统 审 计 的，那 就 教 教

我Ｅｘｃｅｌ的用法吧！”虽然是系统审计师，但也不一定对于Ｅｘｃｅｌ很熟悉；当

然，如果具有一定的编程知识的话，对掌握Ｅｘｃｅｌ中函数的使用，会 比 较 有

帮助。

笔者所属部门内，除了进 行 通 常 的 信 息 系 统 审 计 业 务 的 审 计 师 以 外，

还有钻研更深层次信息安 全 的 专 家。为 了 确 认 公 司 是 否 具 有 足 够 的 黑 客

防范能力，他们甚至会提供实际进行模拟黑客攻击的服务。这样的信息安

全专家通过可监控无线局 域 网 数 据 流 的 软 件，嘟 哝 道：“啊，看 见 某 某 的 文

件的！”这听上去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恐怖。

［１］美国的ＣＯＳＯ框架（参看第一章注释１）中的内部控制基本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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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组成部分：（１）控制环境；（２）风险评估；（３）控制活动；（４）信息

和传递；（５）监 督。ＣＯＳＯ框 架 中，将 与ＩＴ相 关 的 内 容 都 包 括 在 了

“信息与沟通”这一章节中。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为了强调信

息技术的重要性，将“ＩＴ反馈”单独作为内部控制的基本要素之一来

考虑，因此一共包含了六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中，将基本要素分为（１）内部环境；（２）风险评估；（３）控制活动；

（４）信息与沟通；（５）内部监督五项，基本与ＣＯＳＯ框架相一致。

［２］ＢＳ７７９９是英国标准协会（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ＳＩ）于１９９５年

２月制定的关于信息安全的标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ＢＳ７７９９中 的 第 一

部分被ＩＳＯ采纳，正式成为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７９９标准。

［３］１９９２年美国ＣＯＳＯ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ｄｗａ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的报告，是与内部控制相关

的事实上的世界标准。

［４］ＰＣＡＯＢ（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Ｂｏａｒｄ）是ＳＥＣ（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是负责制定以美国ＳＯＸ法 案 为 基 础

的内部控制审计标准以及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的机构。

［５］ＣＯＢ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截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发布的最 新 版 本 是２００５年 末 的ＣＯＢＩＴ４．０

版。由美国ＩＴ治 理 协 会 发 行，该 协 会 与ＩＳＡＣＡ（信 息 系 统 控 制 协

会）的关系密切。在ＣＯＢＩＴ的项目中，还有专为美国ＳＯＸ法案筛选

出的ＣＯＢＩＴｆｏｒＳＯＸ（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

［６］信息系统、应用程序、软件、程序等，都是些相近的用语。由于这些名

词过于基本，因 此 在 普 通 的ＩＴ用 语 辞 典 中 不 一 定 能 查 到。 总 的 来

说，上述名词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信息系统 是 涵 盖 公 司

各个业务领 域 的 整 合 应 用 程 序。应 用 程 序 是 人 们 为 了 特 定 的 目 的

（业务管理、表格计算、游戏等）而使用的软件。软件是相对于硬件而

言的，它是程序和数据的整体。这里所说的软件是指在 系 统 内 部 工

作的、实现特定功能的程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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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列举了与财务报告相关的ＩＴ整体控制的

评价对象，包括“ＩＴ的开发、维护管理”、“系统的应用管理”、“内外部

访问管理等的系统安全保 障”、“外 包 相 关 的 合 同 管 理”等 四 大 领 域。

其中第三项“内外部访问管理等的系统安全保障”就是信息安全的不

同说法。

ＣＯＢＩＴ的体系包括，“计 划 和 组 织”、“取 得 和 导 入”（基 本 上 与 开 发、

维护相当）、“交付和支持”（外包的管理、信息安全、帮助台、应用等）、

“监督和评价”等领域。可见，ＣＯＢＩＴ所涵盖的不仅包括信息系统整

体控制，还有其他更广的领域。

［８］Ｗｉｎｄｏｗｓ和 Ｍａｃ分 别 是 微 软 和 苹 果 公 司 开 发 的 操 作 系 统 软 件

［注９］。网络连接指的是，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将电脑、路由器等

设备连接起来，并加装相关的通信软件的整个过程。“接入网络”是

指，打开电脑让 Ｗｉｎｄｏｗｓ或 Ｍａｃ等操作系统（ＯＳ）启动，直到电脑达

到可使用的状态，并且通过服务器的识别，使得电脑能够与服务器或

其他电脑进行通信的状态。

［９］操作系统（ＯＳ）是对计算机整体进行管理的基本软件，其基本功能包

括键盘输入、图像输出、磁盘和内存管理等。电脑以硬件为基 础、以

系统软件为平台，在此基础上运行各种应用程序和软件。

［１０］单点登录，即指网络和主要的信息系统使用共同的密码，用户只要

一次登录后就可获得相关的访问权限。有些软件甚至 允 许 同 时 登

录到网页界 面。这 样 做 虽 然 很 方 便，但 是 随 着 单 点 登 录 的 范 围 扩

大，信息安全却被降低了。

［１１］日志分为很多种，有访问日志（记录登录、注销的情况），有命令日志

（记录用户使用了什么功能），还 有 更 新 日 志（记 录 什 么 数 据 被 更 新

了）等。根据不同的目的，适用的日志也不同。针对高风险的功能，

命令日志比较合适；而针对重要的数据，就要用更新日志。

［１２］参考第十六章“系统软件的变更管理”的注释。

［１３］防火墙的作用是防止公司的计算机网络遭受来自外部的非法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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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在服务器上安装 防 火 墙 软 件，

使用具有防火墙功能的路由器，使用专用的硬件防火墙。

［１４］以前，Ｗｉｎｄｏｗｓ的应用程序一般都可以通过ＥＳＣ键来关闭当前的

界面。此外，在一个电影描述中提到，ＥＳＣ键被设计成是触发计算

机病毒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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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维护

出错的不是计算机而是人

ＩＴ领域的内部控制所要求的职责分工：“信息安 全 管 理

员”、“用户”、“开发人员”的分工

在开始讨论开发、维护的话题之前，先谈一些ＩＴ相关业务所要求的

职责分工问题。

职责分工在信息系统整体控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一点也跟

其他ＩＴ相关的内部控制一样，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

ＩＴ领域的职责分工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安全管理员”、“用户”和“开

发人员”的相互独立。

通常信息安全管理员的主要任务是创建、修改、删除用户账号和访问

权限。除此以外，还有在第十五章中介绍过的统管信息安全相关的内部

控制、向公司员工宣传信息安全政策等职责。

大家一般都会认为用户保持独立性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在用户部

门掌握信息系统构建主导权的公司，常常会发现他们直接在用户部门中

设置了账号管理人员，由其对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进行创建、修改、删除

等处理。这样一来（虽然要考虑该管理员同时兼任何种业务职能），信息

安全管理员和用户这两个角色之间就没有做到相互独立。信息安全管理

员可以擅自更改自己的权限，或者创建虚构的用户进行登录，给凭证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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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客户关系的管理等业务职能带来很高的风险。

有时信息系统部门的工作员工在开发自己负责的系统的同时，还需

要为用户提供技 术 支 持，因 此 会 在 生 产 环 境
［１］

系 统 上 拥 有 全 部 的 权 限。

这样的情况是实施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过程中遇到的最严重的

ＩＴ职责分工问题。从业务角度上说，由系统开发人员亲自担任生产环境

的系统支持的话，确实可以提高不少效率，不过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系

统开发人员直接修改生产环境程序的话，就是可以对系统中的数据进行

任何操作。

因此，在ＩＴ部门设置另外一个“运行维护员”的独立角色就可以满足

职责分工的要求。运行维护人员负责对系统的运行情况和批处理（在十

七章具体介绍）的 执 行 情 况 进 行 监 控，以 及 执 行 用 户 支 持 和 帮 助 台 的 职

能［２］。原则上，开发人员不允许拥有生产环境的访问权，而是应由运行维

护人员进行生产环境的管理。有时运行维护人员也负责生产环境的用户

账号和访问权限的授予、修改和删除。

信息系统部门最理想的组织结构是建立横跨所有系统的开发组、运

行维护组和信息安全管理员（组）。相反，如果只按照每个应用业务系统

来设置分组的话，无论如何都会削弱职务之间的分工。

如果系统开发人员为了系统支持的目的而必须访问生产环境的话，

应该将他的权限设定为只读。如需要进行生产环境数据的直接变更，或

系统异常终止时的应急程序变更时，就应与运行维护人员一起，或用非常

用的应急管理员账号进行处理。

如果公司一定要让开发人员拥有生产环境登录、修改权限的话，就必

须用日志记录所有其在生产环境中的操作，并由信息安全管理员或适当

的管理层进行复核。

▼ 小规模ＩＴ部门的职责分工

在大规模企业的ＩＴ部门，应该实施的职责分工还有很多，但这里让

我们来看看，如何在小规模的ＩＴ组织中实现最低限度的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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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相关业务的一大特征就是外包往往很多。有的公司的ＩＴ部门甚

至只配置１名管理人员和１名员工，其他的所有业务都外包。

这种情况下，一般由ＩＴ职员负责用户账户和访问权限的授予、变更

和删除（信息安全管理员）。管理人员负责对开发和应用的相关事项进行

审批，如果信息安全管理员不在的时候，代理其职能。至于编程、测试等

开发工作，都通过外包来完成。

笔者曾经遇到过如下身兼数职的事例。有一位外部咨询人员在帮助

企业导入财务会计系统之后，凭借着对该系统的了解和管理能力，转行到

该公司担任会计经理，并且继续负责用户账号管理、访问权限管理和用户

支持的工作，同时也拥有系统开发的权限。这样一来就身兼了三项主要

应该独立的职务，而且其本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用户（会计经理）。

开发、维护领域的 内 部 控 制：“开 发、变 更 要 求 的 审 批”，

“测试的实施”，“开发变更结果的审批”

“开发”是指设计、导入新的系统，而“维护”指的是追加新系统功能、

修正系统错误等工作。有时这两项工作被分别处理，但要求的内部控制

基本相同。接着就让我们看看开发和维护领域所要求的内部控制。

▼ 开发、变更要求的审批

导入新系统的时候，或在系统追加新功能或功能变更的时候，会产生

必需的工时和费用，而且在系统上进行的业务处理也会发生改变，因此管

理层的审批也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大规模的系统项目会作为投资来处

理，根据公司与投资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批。其中与ＩＴ相关的内部控制主

要是对各项系统功能追加、变更的申请的控制。用户部门提出需求并确

认，信息系统部门收到申请后，确定相关的工时、影响范围和优先顺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信息系统部门内部发现的变更需求，如修改程序

内部的错误等，是不存在用户部门申请的。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系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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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就需要制作相关的申请，并落实审批。不管项目是否发生费用或用

户部门是否负担费用，系统开发、变更的审批过程都必须完整地进行。

▼ 实施测试并保留测试结果

在审批用户需求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系统设计书。大规模的系统

开发、变更项目中，从定义用户需求（概念设计）开始，详细设计到编程说

明书，不同的阶段都需要制作相应的文档。不过对于小规模的系统变更，

可能就只需制作编程说明书。制作完善的文档固然重要，但是从内部控

制的角度来看，测 试 的 重 要 性 更 高［３］。在 大 规 模 的 系 统 开 发、变 更 项 目

中，对照相应阶段的设计书，必须进行从单元测试（程序层面测试）、整合

测试到用户测试。而在小规模的变更中，可能只需进行单元测试就够了。

无论系统开发、变更项目的规模大小，单元测试都是必须进行的，因

此应该保留可以有力证明系统程序的测试已经得到切实执行的内部控制

证据资料。测试计 划 和 相 应 的 测 试 结 果 应 该 进 行 归 档，例 如，测 试 脚 本

（测试的顺序和内容）以及相关的确认标记等。测试中使用的详细数据通

常不需要归档。相反，如果只在系统设计书中简单地描述“测试已完成”

通常是不够的，需要有充分的证据，以使第三方信服所实施的测试内容是

足够的。

▼ 开发结果的审批

开发好的程序在移送到正式生产环境之前，需要经过管理层的审批。

作为之前没有提到的职责分工的重要一环，在移送的开始阶段就需要保

证相关的职务独立性，移送实施人员不能是系统开发人员，而应该是运行

维护人员或没有 参 与 开 发 活 动 的 管 理 员。审 批 开 发 结 果 的 证 据 多 种 多

样，其中由审批人员实施移送并保留相关的移送记录，可能是最切实的审

批证据。另外，也有以单元测试结果为准留下审批证据的情况。

如果只在开发需求申请书上审批开发完成的话，容易出现问题。确

实，针对需求而言程序的开发已经结束，特别是一旦通过了用户测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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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开发的结果已经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但是较大的系统变更时，可

能会产生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程序的修改，而且会在系统正式上线后需要

进行修改。针对这些追加修改，在原来的开发需求申请书上都进行再审

批是不现实的。不过如果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批的话，就会出现程序的

最终更新日（或编译日等）晚于开发完成审批日，这是必然引起信息系统

审计师关注的情况。另外一个问题是，程序的编制、变更所对应的申请书

也会变得难以追查，而可能需要仔细查看系统设计书。

因此，不仅针对每个被满足需求要出具审批，对程序整体而言，开发

责任人也必须就开发的结果进行审批。

以上内容中出现 的 诸 如 开 发 需 求 审 批、测 试 文 档、开 发 结 果 的 审 批

等，就是开发、维护领域中最重要的控制内容。

对ＩＴ开发、维护领域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的方法，主要就是抽取一

定期间的程序变更样本，对相应的开发需求、测试实施、开发结果的审批

等证据进行审查。

如果用上述方法对企业的开发、维护领域进行突击检查的话，不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企业几乎没有。然而，要构建和维持可以信赖的信息

系统的话，就需要对开发、维护领域进行有条不紊的管理。

▼ 数据库的变更管理

到此为止，我们的讨论是以程序的变更为前提的，而伴随着程序的变

更，通常也会对数据库进行修改。数据库的变更管理主要也是三个方面

的内容：开发和变更的需求审批、测试文档、变更结果的审批。只是根据

不同的数据库，实务执行的方式有所变化。

在如ＡＳ４００［４］的文件系统环境中，虽然程序对象和文件对象存在差

别，但是系统和数据库的变更管理手续是一模一样的。

另一方面，如Ｏｒａｃｌｅ［５］数据库那种表格结构的情况下，数据库与应用

程序相互独立，这就需要另外的管理手续对表格的追加和项目的追加变

更等进行控制。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设置一位“数据库管理员”，负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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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对表格的追加变更申请，并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实施变更；同时

更新定义表格项目和名字的数据字典。因此，在测试的时候，通常是在测

试应用程序变更的同时，对相关的使用到的数据库变更进行测试。

▼ 网络的变更管理

对网络的管理而言主要也是三项内容：需求审批、测试文档、变更结

果的审批。然而，网络是通过网线或无线将服务器、客户端、路由器等设

备连接起来，并安装上用于通讯的软件系统后，才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

所以网络的变更需要进行更具体的定义。

例如，“更新与网络相关的‘网络结构图’和‘防火墙配置表’的内容”，

这样的定义方式就很明确。需要补充的是，在更新这些文档的时候，必须

将经过审批的最新版本和过去的版本一并保管。

再举一个例子。有时网络管理员的职责是管理与网络变更相关的申

请和测试，以及实际执行变更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区分各种

各样的变更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例如，与通信公司的合同属于外包相

关的合同，购买通信设备属于硬件的管理和日常公司采购规范的范畴，网

络管理软件的变更属于系统软件的整体变更等等。

由于网络变更的定义比较困难，因此信息系统审计师在确定总体样

本的时候也很困难。通常是按照公司的定义确定总体样本。因此，公司

如果实际上管理严谨，且为了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内容而定义了相关内容

并努力做到的话，在需求审批方面出的问题应该较少。

网络的变更测试中存在各种情况，从必须进行测试的项目（通信线路

的更换），到不一定需要测试的项目（细小的设置变更）都有。还有网络设

备的设置等，没有区分是测试环境还是生产环境，使得测试的证据和变更

结果的审批含糊不清。

针对上面所定义的这些变更（在定义含糊的情况下，关注变更的实质

内容），至少需要制作测试和导入的证明文档。最好可以设计一份网络变

更管理专用的模板，将测试的内容和结果予以记录。然后对不需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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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记录下不予测试的理由。

▼ 系统软件的变更管理

对系统软件管理 来 说 主 要 还 是 上 述 的 三 项 内 容：需 求 审 批、测 试 文

档、变更结果的审批。系统软件也被称为中间件。它的定义比较宽泛，包

括操作系统、工作计划调度器、备份软件、反病毒软件、数据传输软件、网

络管理软件、数据库管理软件、系统运行情况监控软件等等。

与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的变更相比，系统软件的变更容易被轻视。但

事实上，大型系统软件在操作系统补丁包或软件版本升级的时候一旦发

生问题，可能使得在其平台之上的应用程序无法运行。因此，变更测试和

审批也是必不可少的。

系统软件变更的定义和网络相似，也很困难。

作为明确定义的一个例子，在“系统软件一览表”中记录服务器安装

的软件、软件版本以及补丁包等信息，这些信息需要更新。

最低要求也与网 络 相 同，针 对 不 同 的 变 更 定 义（在 定 义 含 糊 的 情 况

下，关注变更 的 实 质 内 容），需 要 审 批 和 制 作 相 应 的 测 试 和 导 入 的 证 明

文档。

这里所说的系统软件仅指在服务器端安装的软件，不包括个人电脑

（客户端）安装的软件。对于个人电脑而言，我们主要关注的内容是有无

安装非法软件、是否按照公司的规定安装软件、通过何种方法来确定软件

安装的合规性等等（个人电脑的关注点与变更管理的关系不大）。

▼ 开发标准、开发方法

开发标准主要包 括 开 发、维 护 相 关 的 表 格 样 式，以 及 程 序 的 编 码 规

则等。

编码规则是指，程序中函数的取名和定义方法，以及在程序中添加说

明、作者、编程日期等附注的规则。如果不制定这样的规则，或者因为仓

促而随意编写的话，几年之后再看的话，可能连本人也可能想不起当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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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内容了。平时根据编码规则进行程序开发的话，可以使日后的系统

维护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作为明文规定的规则，强烈希望公司能够归纳

其编码规则。

在一般公司，大规模的系统开发比较少，所以不一定独立拥有完整的

系统开发方法。但是，大型跨国公司或系统开发服务公司可能拥有这样

的方法。

由于实施大型系统的时候，需要花费数千万乃至数亿的资金。为了

防范失败的风险，就 需 要 使 用 适 当 的 项 目 管 理 方 法 来 控 制 开 发 风 险［６］。

开发方法通常会包括如下内容：项目的各个阶段、阶段中的各个步骤、每

个步骤产生的成果，以及步骤之间的前后关系和注意事项等。

［１］生产环境是指处理实际业务数据的环境。与之相应地，开发程序的

环境称为开发环境，开发完成后用来测试程序的称 为 测 试 环 境。开

发环境与测试环境可以合二为一，但是生产环境必须与开发、测试环

境严格分离。

［２］“系统管理员”是称呼ＩＴ相关负责人员的词汇，不过每个公司对系统

管理员职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通常会被称为“ＸＸ系统的”系统管

理员，以管理用户账号、访问权限和用户支持的工作 为 主，其 他 还 有

如开发与用户之间的联络员角色（系统分析师）、操作系统和数据库

管理等工作。如果从ＩＴ职责分工的角度来看“系统管理员”的话，希

望能够让负责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的人员与其他的负责人员进行

职务分离。本文中强调的“开发人员禁止访问生产环境”不仅指不能

以用户身份访问应用程序，还包括不能拥有访问服务器操作 系 统 和

数据库的权限。

［３］当开发日程急迫的时候，开发人员通常会优先选择程序的开发，而把

设计书的制 作 延 后。设 计 书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确 保 系 统 维 护 的 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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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虽然不希望在开发过程中被延后，不过文档在制作时间方面还是

有一定的余地的。然而，即使是紧急情况，也绝不能将未经过测试的

程序移行到生产环境运行。

［４］ＡＳ４００是ＩＢＭ公司出品的商用计算机，其主要特征是强化了企业业

务处理的能力，是 Ｍａｉｎｆｒａｍｅ业务系统的代表作。更换商标后，被称

为ｅＳｅｒｖｅｒｉＳｅｒｉｅｓ。

［５］Ｏｒａｃｌｅ（甲骨文）公司的数据库软件，在大型系统中拥有压倒性的市场

占有率。

［６］已经公开的项目管理方法有如下几种：美国的非营利团体ＰＭＩ（Ｐｒｏ

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制 定 的 ＰＭＢＯ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ｏｄ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以 及 英 国 商 务 局 开 发 的Ｐｒｉｎｃｅ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ｎｄｖｅｒｓｉｏｎ）。











? 第十七章　信息系统整体控制（３）：

?
１４５　　

→
　　　　

系统运行

系统 环 境 的 识 别 决 定 评

价工作量

系统运行所要求的内部控制：确保程序在生产环境顺利

运行

▼ 批处理的管理

批处理是指，信息系统内部执行的一组处理活动，通常由工作计划调

度器（Ｊｏｂ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这类软件对批处理的进程进行管理。举例而言，每

天自动打印发票、每月自动更新科目余额、每隔一小时刷新收到的订单和

存货跌价准备等重复性的工作都属于批处理。如果批处理执行失败或者

中途出错 中 止，很 可 能 会 对 数 据 产 生 重 大 影 响，因 此 必 须 加 以 良 好 的

管理。

具体地说，首先工作计划调度器中新增或变更批处理的操作必须经

过批准。可以用申请书进行审批，或者可以将最新的批处理任务清单输

出，在清单上加以审批。

另外，批处理任务设定、变更的权限只能授予必要的负责人。根据生

产环境访问权限的要求，程序开发人员是不能拥有该权限的。

对批处理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一旦出现错误或异常中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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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立即报告相关管理人员，并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应对处理措施

相关的证据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所有的处理结果都以日志的形式加以记

录，异常发生时记录在系统运行检查表中，记录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由管

理人员确认等等。有的公司还采用了自动手机邮件通知或短消息通知等

方法，一旦出现了 错 误 或 警 告 时，可 以 立 刻 告 知 需 采 取 相 关 的 运 行 维 护

措施。

▼ 备份

当文件被误删除时，我们通常都会求助信息系统部门，让他们在备份

中恢复被误删除的文件。对公司而言，如果重要的信息系统数据丢失的

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因此进行适当的备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

对医疗器械（心脏起搏器等）的制造企业来说，各个患者所使用的产品的

编号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必须进行适当的备份。

数据备份文件需 要 定 期 进 行 测 试，保 证 其 确 实 可 以 用 来 恢 复 数 据。

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对备份数据进行恢复测试的情况，如果在实际需要恢

复数据的时候，才发现数据读不出来或备份的磁带是空白的话，备份负责

人员可就手足无措了。

备份数据要求进行异地保管，如日本这样地震多发地区，一般要求备

份间隔距离在５０千米以上。

以前，在荷兰发生过如下事例：

“２楼？３楼？”

公司：“我们没有对备份数据进行异地保管，因为不可能有地震。”

审计：“但是（荷兰）有可能发生洪水吧？”

公司：“我们的机房在２楼，没关系。”

审计：“２楼也可能有风险。”

公司：“不不，荷兰的２楼（Ｇ楼→１楼→２楼）相当于日本的３楼啊。”

审计：“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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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负责人员对公司存在不满情绪，蓄意对基干系统服务器和备份

媒体进行破坏等情况也不能说不可能发生。所以为了避免风险，公司应

该将备份资料进行异地保存，并且做到职责分离。

▼ 灾难恢复计划和业务持续计划

灾难恢复计 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ＲＰ）和 业 务 持 续 计 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ＣＰ）与 上 文 所 提 到 的 备 份 工 作 紧 密 相

关。不过这两项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与财务报告不直接相关的信息系统整

体控制。

灾难恢复计划是指，实际发生数据丢失或服务器损坏时，根据事先制

订的计划，进行恢复工作。灾难恢复计划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服务

器的调配、异地备份的取回、负责人的召集、实际恢复所需的时间等。

业务持续计划的范围更广，需要针对不同的情景，按照业务的重要程

度，来限定恢复工作所要花费的时间，并制订相关的恢复计划。例如，金

融机构等企业的决策通常是不允许有延迟的，因此通常都会设置一个拥

有足够冗余的数据中心，来处理国内各个分支机构的业务数据。

不过灾难恢复计划和业务持续计划所涉及的内容不在应用的领域之

内，与其说是信息 系 统 整 体 控 制，倒 不 如 说 是 公 司 层 面 的 内 部 控 制 来 得

贴切。

▼ 帮助台和服务级别

为用户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与此相关的公司ＩＴ服务级别，也需进行适当的监督。具体来说，从

帮助台受理的询问次数和所花费的时间等数据，可以了解到信息系统的

实际利用率和服务器的处理能力等基础信息，也会包含系统变更需求处

理等系统维护领域的内容。将这些内容汇总，每月出具ＩＴ服务报告，提

交给管理层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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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级别 协 议（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ｖｅ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ＬＡ）是 将 信 息 系 统（目

标）使用时间和帮助台的受理时间段等为用户部门提供服务有关的内容，

与信息系统部门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下来。ＳＬＡ在中国和日本并不多见，

不过在欧美国家却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公司会将用户支持和基础设施的

管理外包，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同时与受托方订立ＳＬＡ协议。

ＩＴ相关的外包合同：ＩＴ外包需谨慎

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中，讲述了信息系统整体控制所要求的内

部控制的内容。其 中 所 举 的 第 四 个 领 域，就 是“外 包 相 关 的 合 同 管 理”。

在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有一个章节专门

讲述了“外包管理”的内容。

ＩＴ业务的一大特征是经常外包。尤其在美国，外 包 更 是 习 以 为 常。

有些大胆的企业甚至将除了战略和计划以外的所有业务整个都外包了出

去。而中国和日本的企业，通常只将应用和开发的业务进行外包。

在进行大规模外包之前，需要先确认受托方的相关信息，如成功的案

例、业务能力、公司体制、应对变化的能力、财务状况、有无接受其他竞争

对手的委托等等，判断对方是否足以信任。在作出外包的决定前，公司内

部必须谨慎地进行审批，要防止在外包中止后相关职能无法在公司内部

进行衔接的问题，或是发生经费失控的情况。

对小规模的外包而言，仅仅依靠通常的服务采购控制程序是不够的，

建议能够增加ＩＴ服务相关的内部控制。

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中和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实务中也包含相关

内容，“必须对接 受 委 托 公 司 的 内 部 控 制 的 设 计 和 运 行 情 况 进 行 评 价 确

认”。因此，通常大型的ＩＴ相关业务受托公司都准备有其内部控制的外

部评价报告［１］。所以在外包之前，建议先确认外部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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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信息系统整体控制的注意事项：内控设计上的缺陷

对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难以评价

▼ 系统环境的识别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信息系统整体控制所要求的主

要内部控制。仅这些主要的内部控制，内容已经很多了。

然而，信息系统整体控制应根据不同的“系统环境”来进行评价。由

于与系统有关的企业内部组织、规章、基础架构不同，需要识别不同的系

统环境。我们应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公司开发的销售、采购、物

流系统由系统部门进行管理；而财务系统使用的是市场上销售的软件包，

由会计部门负责安装和管理。这样在进行信息系统整体控制评价时，就

要分两个评价单位进行———“信息系统部门”和“会计部门”。

在十六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如果只按照应用业务系统来分组的

话，无论如何都会削弱职务之间的分工”。问题不仅仅只在于职责分工，

如果各个组之间的业务处理方法大不相同的话，就必须对每个组都进行

一次信息系统整体控制评价。

如果对每个信息系统都分别进行信息系统整体控制评价的话，被评

价的项目个数可能就会与全体业务流程的个数相当。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信息系统整体控制主要对财务报告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将其作为评

价的重点，可能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防止这些弊端出现的方法，我们已经在第十六章中提过了。那就是

在组织中建立横跨各个系统的开发小组、应用小组、信息安全管理员（小

组）等组织架构，统一信息系统的处理环境。这样一来，即使各个系统的

架构不同，只要处在同一处理环境中，评价的过程就能简化。

也许有人认为，为了应对制度而大举改变业务流程本来就是本末倒

置的方法，但分散管理各个系统也是不尽如人意的。因此，统一不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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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规则和管理体系，识别单一的系统环境无论是从内部控制评价的

角度，还是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推荐的。

▼ 独立业务应用系统
［２］

和表格计算软件的控制

在ＩＴ领域中，也有一些不作为“信息系统”对待的小规模（但比较重

要的）的业务应用系统。

在第六章中提到的企业银行业务系统、第九章中的与资金相关的管

理软件等，都属于小规模业务应用系统。这些系统通常都是安装在相关

负责人员电脑中的，且不受信息系统部门的管理，不过，对财务报告而言，

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如果不将该应用软件视为信息系统的话（如纸质的台账一样），可以

不被纳入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评价范围。相反地，如果属于信息系统，

且构成了独立的计算机处理环境的话，就必须对其信息系统整体控制进

行评价。

比较合适的处理办法是用公司制定的计算机处理环境规定进行统一

管理（即，跟信息系统部门管辖的其他信息系统一样对待）。尤其需要关

注的是密码、信息安全以及备份情况等基本要素。实际上，对于那些管理

公司所有支付、贷款、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等的应用软件，如果存在用户账

号和密码共享、密码位数是４位数、使用人员调动或离职后也没有进行密

码变更等问题，无论这是否是制度评价对象，都不能放任不管。

即使在小规模业务系统中，也应将输入、复核、确认等权限适当地分

配给各个用户。如果系统无法进行这样的权限设定，那么就必须通过增

加手工控制来降低风险（如打印凭证进行确认、台账管理等）。

在开发、变更领域也许大部分不适用，但对应用程序开发商提供的程

序补丁（修正软件错误的程序）或升级程序，可能按照开发维护系统的标

准来对待较好。

另外，对于那些与财务会计关系密切的表格计算软件的管理方法，请

参照上文的独立应用系统的相关内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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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系统整体控制中的缺陷

确定了系统环境之后，就可以开始对内控进行评价了。通常信息系

统整体控制是问 题 出 得 最 多 的 一 环，尤 其 是 高 风 险 缺 陷（或 者 是 控 制 缺

失）的数量，有时可能比所有业务流程中发现的总和还多。看到这里，从

事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工作的读者们应该会觉得有点心慌吧。不过，正如

在十五章中所提到的，ＩＴ领域的内部控制的发展历史还很短。今 后，在

衡量风险和成本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所要求的内部控制就可以了。

说起信息系统整体控制的缺陷的话，主要难点在于确定其对财务数

据到底有多少影响（风险）。我们以开发、维护为例，假设在本期发生变更

的程序中抽取样本，发现其中有半数的变更没有保留相关的测试证据，这

种缺陷可能无从确定到底会对什么科目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一旦系统

中隐藏有漏洞致使财务数据出错的话，那就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中指出：“信息系统整体控制的缺陷并不会

直接产生虚假的财务报告事项，因此不必将其评价为重大缺陷。”不过同

时又说到：“即使在ＩＴ相关的业务处理控制设计良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无法持续保持控制的有效性，使得产生虚假财务记录

的风险增加。”

在美国ＳＯＸ法案实施的时候，第一年度的内控报告中出现的“重大

缺陷”中，有约５％是与信息系统整体控制相关的问题［４］。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经营者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地管理好支持

企业运作的信息系统。

［１］在 美 国，是 根 据ＳＡＳ７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Ｎｏ．７０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２．１２）出具的报告。在日本，是根据审计

标准 委 员 会 报 告 第１８号“委 托 业 务 相 关 的 控 制 风 险 评 价”出 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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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２］登录电脑后，只有该电脑的用户才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序。

［３］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信息系统管理标准补充中指出：“即使是ＥＵＣ（终

端用户计算：表格计算软件生成的包含公式、宏、程序等 的 表 格 或 数

据库的管理软件），其与基本的信息系统管理方法是相同的。”

［４］根据ＥＤＧＥＲ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ｃ．的调查结果，截至２００５年５月，美国ＳＯＸ

法案在正式执行的第１年末（２００４年度），总共２８２６家企业中的３６４

家（１２．９％）被报告存在重大缺陷，这些缺陷中 有６９件（５％）直 接 与

Ｉ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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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思路和计划

作为 管 理 活 动 持 续 改 进

的契机来推进！

最后两章的讨论，是基于应对美国ＳＯＸ法案、日本版ＳＯＸ，以及中

国版“ＳＯＸ”———《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际经验，循着通常内部控制项

目的进展顺序，介绍重要的或值得注意的地方。此外，由于这三个内部控

制法规的要求的差异点主要存在于评价范围、评价对象的确定等方面，所

以在适用于评价对象的内部控制建立健全、书面文档化、管理层测试的实

际操作，以及项目的计划、开展、确认等步骤上，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笔者希望可以把在项目过程中需要留意的关键点，尽可能地告诉需

要应对各自国家的内部控制相关法律规章的公司或者担当部门。如果能

够正确地应对内部控制相关法律规章，就可以比较经济地形成可见的显

著成果，这样的项目担当人员就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成功。

内部控制相关法 案 对 应 的 思 路：保 持 适 度 余 地，合 理 应

对是明智之举

类似“为了美国ＳＯＸ法 案 而 花 费 的 巨 大 费 用 和 时 间 是 公 司 的 大 负

担”这样的言论非常多。所以，在日本版ＳＯＸ以及中国版ＳＯＸ形成的过

程中，监管机构花了不少精力来考虑如何为公司减轻负担；但是，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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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醒地意识到，不 管 怎 样，还 是 会 有 一 部 分 的 时 间 和 费 用 是 不 得 不 付

出的。

由于不同国家的内部控制相关法案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财务报表的

可信（或者说帮助恢复投资者信心），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财务报告相关的

内部控制中只要没有重大缺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

确实，着眼于对财务报告有着重要影响的内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在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的实务和中国版ＳＯＸ的考虑中，金额是

判断缺陷重要性最重要的标准。例如，实现１００亿元税前利润的公司，重

要性水平设定为税前利润的５％的话，就是５亿元；只有在影响财务报表

５亿元以上的内部控制缺陷才会被认为是重大缺陷。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这么巨额的差错，在财务结账和报告流程、销售

记账的基准、递延税款等会计处理环节可能不太会出现；但是，几百万元

的错报和漏报就不认为是问题。这明显是不对的。

第一，公司通常是 不 会 一 直 获 得 丰 厚 的 利 润 的，在 持 续 经 营 的 前 提

下，利润“有波峰也有波谷”。那么同样一个内控的问题，在公司利润高的

时候没问题，利润少的时候就有问题，这样怎么也不能说内控设计是有效

的吧。

第二，“积小流以成江海”。对于同一个会计科目有影响的多个内控

缺陷全部加起来考虑是对的。理论上，影响金额在几百万元的内控缺陷

若在多个事业部或者子公司出现的情况下，就会构成重大缺陷。

第三，公司经常会 有 子 公 司 分 别 上 市，或 者 把 某 个 事 业 部 卖 掉 的 情

况。从这些子公司或者事业部来看，原来在公司整体所作的内控建设和

评价的工作还是比较宏观，还无法完全适于这些将要独立的子公司单独

“出海远航”。

第四，如果公司比其他公司准备内容更粗略的时候，实际一旦发生问

题的时候，股东代表诉讼风险就将难以回避。而且，外部审计师有着金额

导向性的思维，“一旦结果糟糕，那就一切都很糟”，即使有着在内控评价

范围之外的财务记账上的错误，也很有可能把这点作为内控缺陷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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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一下其他的法令或者风险的话，例如，“产品的安全性只要

不导致消费者投诉就马马虎虎得了”、“建筑工程只要不违反环境法规就

马马虎虎得了”，这样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只有留有适度余地的对应方法

才是恰当的。

借着各国内部控制相关法案出台的契机，把通常需要考量的与财务

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全面而清晰地检查一遍，识别内控缺陷和改进点，并

积极加以应对整改，这其实已不仅限于法规的要求，而是作为公司管理也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改善成本不大或为零的话，通过持续改进来提升

管理也是必然的！

内部控制项目的评估对象虽然限定在“与财务报告相关”，但也涵盖

企业集团全体的内部控制。这是对公司有着积极意义的：既然好不容易

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费用，那就活用这个项目中的好的成果，切实地对管理

活动开展持续改进。

计划阶段：作为公司整体应当评价的内容不能漏掉

毫无疑问，为了不枉费太多的费用和时间，根据恰当的项目计划逐步

推进是非常重要的。

据说，美国版ＳＯＸ法案给公司带来巨大负担的理由之一，是由于不

少管理层考虑，通过向外部专家支付大额费用开展法案的应对，从而可以

对管理层尽到应有关注义务、具备确切对策而提供证据，从而减轻股东代

表诉讼的风险，在日本和中国，这样想的管理层应该比美国要少吧！

▼ 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

基本来说，利用内 部 资 源 需 花 费 时 间，利 用 外 部 资 源 则 发 生 对 外 费

用。而且，各国内部控制法规的准备工作，包括在第一年生效时的一次性

工作（主要是文档化），以及从第二年开始的每年发生的持续工作（主要是



 中、美、日企业内部控制实务

?
１５６　　

评价）。

如果过度依赖外部的资源，就无法培养公司内部掌握内部控制书面

成果的维护和实施技能的人才。反过来说，只利用内部资源的话，特别在

第一年，工作量将会很大，而且项目的方向性和评价的质量可能也是令人

担心的一个话题。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从一开始将内外部的资源平衡

和混合地使用，等到有些经验之后，再转向利用内部资源，这也最为顺畅。

▼ 内部资源的本质

许多公司在应对各国ＳＯＸ法案的时候，内部的项目管理团队大致有

以下三种方式来组合：

（１）跨部门的项目组，即各部门均派人参加；

（２）内部审计部门组成的项目组；

（３）财务部门组成的项目组。

对项目成员来说，应当要具备两种能力：从内部控制审计的角度开展

评价工作的方式和技能，以及能够从管理者和现场部门的角度考虑内部

控制应该如何来构建的技能和实施能力。

内部控制评价的部分，与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非常接近。所以，内审

部门紧密参与项目是理所当然的，一点不管、隔岸观火无疑是不行的；但

另一方面，原本有着特定的专项审计目的的内部审计也是很重要的。在

第十四章中，公司层面内部控制中也说到，企业必须保证有效的内部审计

机制。企业需要好好地研究和探讨一下内审体制和机制的设立和长效管

理，以满足为准备内部控制相关法案所发生的人工和时间，以及这之后持

续评估所需发生的人工和时间的需要。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部分，如果由内部审计部门来负责实施的话，这

样就难免会在后续的审计中审自己建立的东西。所以，把建立健全内控

的责任放在现场部门的负责人或者管理层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财务部门在建立内控的过程中，是实施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

控制的主角，而且也是各国内部控制相关法案中面对外部审计师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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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部门，所以它对于项目的适度参与是不可或缺的。理想状态下，内审

部门与财务部门一起牵头，其他部门派员参与，内审部门的代表掌管“内

控评价”，业务部门的代表主管“内控的建立健全”，这种组合是最好的。

▼ 外部资源的本质

外部资源一般来说有着如下的组合：

（１）从外部审计师那里，仅仅希望就项目推进等事宜获取免费建议；

（２）在支付一定的报酬后，从外部审计师那里寻求建议；

（３）外部审计师以外的外部资源，作为项目成员直接参与项目。

对外部审计师来说，如果企业采用恰当的应对方案，对内部控制审计

相关的审计风险则可降低，所以外部审计师将会很乐意提供建议。换而

言之，希望看到否定意见和拒绝发表意见的外部审计师是不存在的。但

是，免费提供的意见还是有其局限性的。

从外部审计师那里得到的有偿建议，优缺点并存。优点自不用说，从

审计师本身那里得到的支持，企业会比较放心。但是缺点呢，则是审计师

尽管可以提改进建议，但是由于审计独立性的限制，既无法帮助管理层开

展实施和决策，也不能代表管理层进行内部控制的测试和评价。这也是

因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实施与运行的责任最终还是归于管理层。

此外中国版ＳＯＸ，即财政部等五部 委 出 具 的《企 业 内 部 控 制 基 本 规

范》中明确要求，提供内控咨询的中介机构不得对这家公司同时开展内控

审计。

于是，本应在完全准备好之后参加“正式考试”的企业，有时会请外部

审计师开展内部控制审计的事先“模拟考”，被称为“演习”（ＤｒｙＲｕｎ）。

利用外部审计师以外的中介机构来开展内部控制相关法案应对的优

缺点则与上述内容相反：尽管帮助管理层开展的准备工作没有内容上的

限制，但由于不能预测外部审计师是以何种视角看待某个问题的，公司不

得不在进行准备工作时抱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外部审计师会根据是谁

帮助公司开展内控评价，来判断对其的信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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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ＳＯＸ的内部控制审计仅要求针对公司自身的内控评价发表

意见（间接报告意见），而在美国和中国版的ＳＯＸ要求的是直接意见，即

对公司的内控是否有效发表意见。但不管审计师最终的意见如何，一般

均要求“审计师为了对管理层的评价结果进行审计，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

程序，获得审计证据”。如果内部控制的评价是由公司以外的独立第三方

开展的话，较容易得到外部审计师更高程度的信赖。

▼ 评价对象和范围的选定

决定了资源的构成之后，下一步就是决定评价对象和确定工作范围。

当然，需要的资源总量是由工作展开的方式所左右的。

关于评估范围的选定，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所采用的方法

有部分不同。

美国ＳＯＸ法案在实务上，大致可以分以下几个程序：

 首先，在合并财务报表上选择重要的会计科目。此时的重要性水

平是以财务报表 审 计 的 重 要 性 水 平（比 如 税 前 利 润 的５％）为 基

准，同时考虑定性的因素，大部分公司会选择 八 九 成 的 会 计 科 目

作为对象。

 其次，针对重要的会计科目，明确所有相关的财务报表认定［１］，并

选择相关需要进行评估的业务流程。因为选定的会计科目很多，

所以一般来说，前述章节中说明的各领域基本上都会被作为评价

对象。

 在有着良好 的 公 司 层 面 内 部 控 制 的 前 提 下，使 用 关 键 财 务 指 标

（Ｋｅ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例如，用销售额、净利润和总资产三个指

标），选择需要纳入ＳＯＸ法案内控准备范围的分支机构或业务地

点。一般来说，选入的分支机构或业务地点应当要占到该三个指

标的“ 主 要 部 分 ”。 一 般 在 实 务 中 占 每 个 关 键 财 务 指 标 的

６０％—７０％。

但是，根据２００７年６月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ＰＣＡＯＢ）颁 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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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准则第５号（ＡＳ５），该文件强调了风险导向方法的重要性，企业自我

评估以及外部审计的评估对象可以更侧重于承担风险的项目。

日本版ＳＯＸ大致的评估范围选定程序如下：

 首 先，评 价 公 司 层 面 控 制（以 公 司 层 面 控 制 为 基 准）和 财 务 决 算

流程。

 其次，选择需要对业务流程实施评估工作的重要分 支 机 构。《实

施标准》中 举 例 道：“当 公 司 层 面 控 制 良 好 时，选 择 销 售 收 入 的

２／３”，大部分的企业都据此选择。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实务中，一般

标准是销售收入、资产、利润这三项；与此不同，日本版ＳＯＸ仅为

销售收入，理论上可能有些牵强，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这样的标准

选定的分支机构的数量相比美国ＳＯＸ法案来说会大大减少。

 在重要的分支机构，要把“基于公司经营目标非常相关的重 大 科

目所涉及的业务流程”选为评价对象。《实施标准》中，与公 司 经

营目标关系密切的会计科目举例来说包括如下内容：“对于 一 般

企业来说，是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和存货”，与存货这 一 科 目 相 关

的业务流程是“销售流程、仓库管理流程、期末存货 结 算 流 程、采

购流程、与存货相关的成本计算流程”。尽管如此，广大的公司应

该把这些内容作为示例来看待。

 在上述内容之上，应当在对财务报表有着较大风险 的 业 务 流 程，

需要追加个别的评价对象，而这与２／３的选定原则没关系：

ａ．“与风险较大的交易相关的业务流程”

⋯⋯例如，金融交易和衍生工具交易。

ｂ．“与管理层估算或者预测相关的重要科目所对应的业务流程”

⋯⋯例如，预提费用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递延税款的借方或

者贷方余额。

ｃ．“非常规性的、不规则的交易发生虚假记录的风险较大，因此需

要特别关注的流程”。

中国版ＳＯＸ在很多方面还未在实务上有定论，目前很多企业参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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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ＳＯＸ法案实施。

▼ 格式样表和指导手册的制定

确定评价范围之后，下一步就是确定评价用的格式样表。特别是作

为文档核心成果之一的风险控制矩阵应该包含哪些信息，这是大有讲究

的。风险控制矩阵的格式样表中，应该体现财务报告的风险一览、对应的

需要实施的标准内部控制活动举例等，然后应随着文档化工作的开展，在

各个分支机构把现场的实际控制活动记录下来［２］。

为了完整性起见，如果风险控制矩阵包括更多的内部控制条目，则可

能会识别出更多的内控问题点。但是另一方面，条目多的风险控制矩阵

可以在某条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有效设计和运行的情况下，较容易发现有

其他补偿性控制活动可以满足同一个风险或者控制目标，这样的话也是

没问题的。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在于，文档化和测试的工作量自然就大

了，特别是每年都需要开展的文档更新和测试工作。所以，仅是为了“要

自己安心”就尽量设比较多的内部控制条目也是要不得的，关键是在专业

判断之下，追求工作效率和效果间的平衡。

在设定比较少的内部控制条目的情况下，文档化和测试的工作量固

然可以减少，也有助于整个集团管理的一致性和可复制性。但是，由于这

一较少的控制活动刚好满足风险和控制目标的要求，则对于记录下来的

内部控制活动（或者其补偿性控制活动）的不折不扣地运行就尤为重要。

此外，条目减少之后，对于财务报表的认定和相应的财务报告风险的覆盖

率是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设置内控条目的时候（有时候是根据审计师等提供的通用内容进

行调整），要注意项目成员往往会有把自己过去在某项业务中的经验记录

下来的倾向。如本书前面各章节所讨论的，海外子公司实施的内部控制

不一定国内子公司会照搬，或者由于业态的不同内部控制的做法是不一

样的。公司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要注意不要因为对特定对象

先入为主的推测而影响内部控制记录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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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对象业务流程和地点的不同制作多个格式样表的话，整个

维护工作就会很麻烦，所以应当尽量避免。公司应该尽可能地在全体子

公司使用一个统一的格式样表，实在遇到个别地点有非常特别的业务的

时候，再为其个别制作特别的内控文档，这样的安排是最为恰当的。

此外，公司应当使项目根据业务流程的流向开展，尽可能地使用记录

方便、阅读明了的格式样表来指导内部控制的文档化工作［３］。

笔者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般推荐使用风险控制矩阵这个模板，在

其他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存在不使用模板，而是采取对各分支机构所存

在的风险进行完整彻底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实际存在控制的方法。

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特定风险，所以这样的方法有一定的优

点。但是，缺点是记录内控文件的工作比较麻烦，且容易造成只罗列已有

的业务，没有充分识别潜在的风险。还很有可能导致内控文件记录的结

果就是大致没有风险。

在有部分或者全 部 的 内 控 文 档 化 和 测 试 由 现 场 业 务 部 门 实 行 的 场

合，项目组一方面应该有“指导手册”帮助其履行该项工作，指导手册的内

容和规则应当浅显易懂；另一方面，应当对现场的工作组成员给予更加详

细的指示或者补充说明，两者相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 软件的使用

现在市场上有着越来越多的支持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应对

的软件，现在也由于中国版ＳＯＸ的推出，逐步进入中国。大致来说，公司

在内部控制相关的工具软件使用上有以下三种形态：

（１）不使用任何内部控制相关的软件；

（２）使用内部控制相关软件来管理做好的内控文档和测试底稿，类

似于档案管理软件；

（３）使用内部控制相关软件来制作内控文档和运行测试，并且开展

动态管理和追踪。

最近的趋势表明，由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紧密联系，有部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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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相关软件从以上第三种形态进一步进化成为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管理

和风险内控自我评估和预警的风险控制软件，为那些希望追求系统集成

管理的大型集团所推崇备至。

在上 述 的 第 二 种 形 态 下，在 实 际 操 作 上 与 第 一 种 形 态 类 似，先 用

Ｗｏｒｄ或者Ｅｘｃｅｌ等电子文件完成文档和测试，然后把这些确认好的内容

集中上传，或者逐个贴到某个信息档案管理软件中。简而言之，围绕让管

理层（内控的评价者）和外部审计师使用方便的目的，使用软件收纳、管理

相关信息，这样在软件上的花费就不会很多。可以想象，如果外部审计师

可以在自己办公室直接从国际互联网上下载该公司的主要内控文档和测

试结果的话，将是何等的便利。

在上述第一种形态下，即使不使用任何内部控制软件也能把内部控

制相关法案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好的公司大有人在。作为外部审计师，经

过整理的清晰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没有内控软件就难以开展内

控评价。另外，不管有无使用内部控制相关软件，测试证据还是较多使用

纸张来保存的。

在上述第三种形态下，项目组和现场业务部门的担当人员可以直接

在内控软件的界面上操作，尽管相对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但如果可以熟

练使用的话，项目效率会有很大提高。在考虑费用效率比之后决定导入

内控软件的公司，与其在项目推进方式决定之后再上内控相关的软件，可

能会比较花时间，倒不如把项目推进方式与内部控制软件的构想结合起

来考虑会比较好。

［１］所谓“认 定”，是“为 了 制 作 恰 当 的 财 务 信 息 所 必 须 要 达 成 的 要 件”。

换而言之，当重要的会计科目的认定没有达成的时候，就是财务报告

风险。例如，销售的真实性不具备、应付账款不 完 整、应 收 账 款 估 价

不准确等。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审计准则》、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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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审计师自己的审计手册中对此均作了一些规定，尽管略 有 差

异，但是大同小 异。美 国ＳＯＸ法 案《审 计 准 则》定 义 了 存 在 与 发 生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完 整 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估 计 和 分 摊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权利和义务（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表

达和披露（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五 个 认 定。日 本 版ＳＯＸ《实

施标准》定义了真实性、完整性、权利义务的归属、估价 的 准 确 性、会

计期间截止性、披露和表达的恰当性六个认定。笔者所 属 的 会 计 师

事务所 定 义 了 真 实 性（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完 整 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正 确 性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会计期间截止性（Ｃｕｔｏｆｆ）、估价的准确性（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披露和表达的恰当性（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六个潜在的风险（相对于五个认

定）。

在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中有如下

表述：“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重要的账户、列报和

相关认定，选择拟进行测试的控制，以及确定针对特定控制所需收集

的证据。”然而，指引没有对具体应该考虑哪些 认 定 作 出 定 义。一 般

认为中国在实务中会按照普遍认可的定义来实施。

［２］内控文档过程中记录较多内部控制条目的情形下，需要进一步选定

“关键控制活动”（即可以减轻财务报告风险的重要控制活动，在日本

版ＳＯＸ中称为“控制要点”）。其次在关键控制 活 动 中，还 可 以 区 分

首要的（该关键控制活动可以直接把某项财务报告风险减低）和次要

的（需要与其他关键控制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把某项财务报告风险

减低）两类。当在内控文档中记录较少内控条目的情形时，关键控制

活动的判断已经完成并体现在文档中，同时应当要求严格遵照执行。

［３］内控文档化的工作应把实际实施的内部控制内容记录下来，形成流

程描述。而那种把内部控制实施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实施 的 时

候算“×”的“○×式”的内控文档一般来说是过不了关的。“○×式”

内控文档由于不包括实际是谁、隔多久、使用何种表单 等 信 息，很 容

易被认为是内控文档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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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日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的概要

 美国ＳＯＸ法案相关规定的概要

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Ａｃｔ（萨 班 斯—奥 克 斯 利 法 案，简 称“美 国 ＳＯＸ 法

案”）：是一部关于企业财务报告 披 露 的 法 案，于２００２年 通 过。其 中 的４０４

条款中规定，上市、发行公募 债 券 的 企 业 经 营 者 须 对 内 部 控 制 进 行 评 价 并

报告，外部审计师须对对象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审计准则：ＰＣＡＯＢ（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Ｂｏａｒｄ：

ＳＥＣ下设的监督ＳＯＸ法案执行情况的机构）制定的审计准则第１号至第６

号。其中２００４年３月 公 布 的 审 计 准 则 第２号（ＡＳ２：ＡｎＡｕｄｉ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Ａｕｄｉｔ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用了２００页左右的篇幅确定了外 部 审 计 师 应 实 施

的内部控制审计的具体 内 容。对 美 国ＳＯＸ法 案 而 言，起 初 没 有 与 经 营 者

评价有关的标准，而ＡＳ２发布以后便成为了事实上的标准。

美国审计准则公告第５号（ＡＳ５：ＡｎＡｕｄｉ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Ａｕｄｉｔ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的草案 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出 台，２００７年５月 正

式发布。第５号准则对第２号 准 则 的 内 容 进 行 了 大 幅 的 修 订。最 重 要 的

变化是，高度强调采用自上而下原则和风险导向原则，允许外部审计师（和

经营者）采用更灵活的应 对 措 施。另 外，取 消 了 原 来 的 间 接 报 告 和 直 接 报

告两种形式并存的审计意见，统一为只采用直接报告的形式。

ＳＥＣＲｕｌ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ＥＣ也 发 布 了 各 种 与ＳＯＸ相 关 的 规 定 和 指 导。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美国ＳＯＸ法 案 基 础 上 于２００３年６月 公 布 的 规 则、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出台的草案以及２００７年５月正式发布的经营者评价准则（为

了与ＡＳ５同步）。此外，ＳＥＣＲｕｌｅ规 定 了 不 同 种 类 企 业 适 用 美 国ＳＯＸ法

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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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ＳＯＸ法案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时间

提前适用的企 业（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Ｆｉｌｅｒ：在 美 国 上 市、发 行 公 募 债 券 的 大

中型企业，约４０００家）。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之 后 结 束 的 财 务 年 度 开 始

执行。在美国，每年１２月进行财务决算的企业比较多，因此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末便成为了首次出具内部控制报告的基准日。

外国企业（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ｓｓｕｅｒ）。适 用 日 期 被 再 三 推 延，最 终 确 定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以后结束的财 务 年 度 开 始 执 行 经 营 者 评 价，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１５日以后结束的财务年度开始适用外部审计。

小规模企业（市 价 总 额 不 满７５００万 美 元 的 上 市 公 司，约７４００家）。

这些公司的适用日期也 被 再 三 推 延，最 终 确 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以 后 结

束的财务年度开始执行经营者评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以后结束的财务年

度开始适用外部审计。

 日本版ＳＯＸ相关规定的概要

金融商品交易法：２００６年６月订立，对以 前 的 证 券 交 易 法 进 行 了 大 幅

度更正的重要法案。其中，对经营者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外部审计进行了

规定，并且明确了对象企业和适用时期。

内阁 府 令：２００７年８月 公 布，当 年８月 下 旬 公 布 了 指 导 草 案。共２４

页，规定了经营者内部控制报告书的格式。

标准（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以及审计标准）：日本金融厅企业

会计审议会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公布 了 暂 定 版。２００７年２月 发 布 了 最 终 确 定

版，共有２１页，阐述了日本导 入 内 部 控 制 评 价 制 度 的 初 衷，以 及 相 关 的 概

要内容。

实施标准（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以及审计相关的实施标准）：

日本金融厅企业会计审议会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公 布 草 案，２００７年２月 与“标

准”一同发布。实施标准用了９０页左右的篇幅，具体说明了经营者的内部

控制评价以及外部审计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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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务方针（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审计 的 实 务 处 理）：２００７年７月，

由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 公 布 草 案，同 年１０月 定 稿。与 内 部 控 制 相 关 的 审

计标准内容有８０页左右。其中有２０页左右的内容，是与内部控制的审计

结果相关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样本。

Ｑ＆Ａ：日本金融厅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发 布 了２０个 问 题 集，之 后 于２００８

年６月追加了４６个问题，合计共６７回问答。２００８年３月，发表了１１个错

误的理解。主要是为了说 明 日 本 版ＳＯＸ不 是 为 企 业 增 加 不 合 理 的 负 担，

以及列举更具体的判断数值等。

 日本版ＳＯＸ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时间

所有的上市公司（约３８００家）都 属 于 适 用 对 象 企 业。从２００８年４月

１日以后开始的财务年度起执行。由于日本企业主要 在３月 份 进 行 决 算，

因此将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定为最初的内部控制报告基准日。

 中国新公布的内部控制相关规定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内部控制相关 的 新 规 定 出 台。财 政 部 等 五 部 委 联

名下发了《五 部 委 关 于 内 部 控 制 的 通 知》（财 会［２００８］７号，以 下 简 称《通

知》），以及作为附加资料 的《企 业 内 部 控 制 基 本 规 范》（以 下 简 称《规 范》）。

与此同时，财政部办公厅也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以下简称《应

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以下简称《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

制鉴证指引》（以下简称《鉴证指引》）这三个指导文件的征求意见稿。

《通知》的主要内容

通知仅２页，主要确定了如下方针：“上市企业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

必须对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并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

告（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

对于外部审计，《通知》进 行 了 如 下 的 说 明：“可 聘 请 具 有 证 券、期 货 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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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正式执行是在公布之日起的１年以后，间隔时间较短。不过何

时“正式”开始企业的自我评价和外部审计师的审计并没有明确。换言之，

由于从制度出台到实施的期间较短，企业现实面临的是，“应该应对到何种

程度？”“以及在什么时机进行应对？”等问题，这些还需在今后加以明确。

《规范》的主要内容

《规范》一共１３页，由七 大 章 五 十 条 构 成。第 一 章 总 则 的 十 条 内 容 阐

述了内部控制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原则等信息。

总则中的第二条写道：“本 规 范 适 用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设 立 的 大

中型企业。”这意味着，《规范》中所指的“理想的内部控制”的适用对象是大

中型企业。从费用和效果的角度来看，小规模企业如果执行理想的内部控

制的话，有时可能会违反成本效 益 原 则。美 国ＳＯＸ法 案 的ＡＳ５中 也 到 处

写着需要对小规模企业给予照顾。

另外第十条规定说：“为企业内部控制提供咨询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

同时为同一企业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和日本的

实务中，外部审计师在不 违 反 独 立 性 的 范 围 内，可 以 提 供 咨 询 服 务。而 在

“规范”中提到的关键字“同 时”，我 们 或 者 可 以 把 它 理 解 为“只 要 不 是 同 时

进行就可以”。这点尚待监管机构进一步予以明确。

第二章至第六章从内部控制的各个基本要素出发，列举了应该具备的

公司层面控制的内部控制（第二章：内部环境９项、第三章：风险评估８项、

第四章：控 制 活 动１０项、第 五 章：信 息 与 沟 通６项、第 六 章：内 部 监 督４

项），合计一共３７项内容。

《应用指引》的主要内容

《应用指引》全文共１６３页，针对２２个业务领域，列举了相关领域中所

要求的内部控制。《规范》中主要规定了公司层面内部控制，而《应用指引》

主要是针对业务流程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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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

 采购

 存货

 销售

 工程项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筹资

 预算

 成本费用

 担保

 合同协议

 业务外包

 对子公司的控制

 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

 人力资源政策

 信息系统一般控制

 衍生工具

 企业并购

 关联交易

 内部审计

因为《应用指引》涵盖很 多 内 容，在 实 务 操 作 中，与 其 说 是 要 求 企 业 全

盘按照《应用指引》上述所有内容来设计执行本企业的内部控制，倒不如说

《应用指引》列举的这些内部控制可以作为各企业参照的范例。今后，中国

的企业需要更加重视《应用指引》的相关内容。

《评价指引》的主要内容

《评价指引》全文共１０页，规 定 了 管 理 层 执 行 内 部 控 制 评 价 的 基 本 原

则。从内容上来看，其实务操作与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没有很大

差异，可以说是汲取了内 部 控 制 评 价 的 精 华。换 言 之，针 对 中 国 上 市 公 司

的管理层，也要求其执行类似于美国ＳＯＸ法案和日本版ＳＯＸ的内部控制

评价方法。

以下是我们应关注的地方：

“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对企业单个或整体控制目标造成的影响程

度来确定需要评价的重点业务单元、重要业务领域或流程环节。”（第五条）

? 在美国ＳＯＸ法案中，ＡＳ５（美 国 审 计 准 则 公 告 第５号）中 也 明 确 了

风险导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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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 价，包 括 对 内 部 控 制 设 计 有 效 性 和 运 行 有 效 性

的评价。”（第十条）

“应用信息系统加强内部 控 制 的 企 业，应 当 对 信 息 系 统 的 有 效 性 进 行

评价，包括信息系统一般控制评价和信息系统应用控制评价。”（第十一条）

“内部控制评估和测试 的 方 法 主 要 包 括：个 别 访 谈 法，调 查 问 卷 法，比

较分析法，标杆法，穿行测 试 法，抽 样 法，实 地 查 验 法，重 新 执 行 法，专 题 讨

论会法。”（第十八条）

? 关于评价方法，我们可以感觉到监管当局的要求（并非局限于抽样

法）更加多样化，允许采用更灵活的评价方法。

“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第二十六条）

? 该定义沿袭了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内容。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至 少 应 当 包 括 下 列 内 容：（中 略）（六）被 评 估 的 内

部控制整体目标如果无效，存 在 的 重 大 缺 陷 及 其 可 能 的 影 响。”（第 三 十 一

条）

《鉴证指引》的主要内容

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全文共２３页，前１５页中描述了关于注册会计

师对于内部控制鉴证业务 的 原 则。后８页 是 关 于 内 部 控 制 鉴 证 报 告 的 格

式。参考中有如下四种报 告：标 准 鉴 证 报 告（无 保 留 意 见），带 说 明 段 的 无

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否定意见鉴证报告，无法表示意见鉴证报告。

此外，鉴证报告中对于公司的内部控制直接发表意见（美国ＳＯＸ法案

中，根据ＡＳ５的要求，也是采取直接发表意见。日本版ＳＯＸ中所规定的是

采取间接发表意见的形式，注册会计师对于“管理层评估结论是否妥当”进

行发表意见）。

以下是我们应关注的地方：

“对企业与财务报告相关 的 内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进 行 鉴 证，并 发 表 鉴 证

意见。”（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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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内部控制也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第

六条）

“企业组织结构、经营单位 或 流 程 的 复 杂 程 度 可 能 影 响 企 业 实 现 控 制

目标的方式。（中略）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企业情况调整工作范围，以获取

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发表的意见。”（第十四条）

? 该条包含了考虑到 规 模 较 小 的 上 市 公 司，在 鉴 证 取 证 上 留 有 一 定

余地的内容。

“如果企业有多个经营场 所 或 经 营 单 位，注 册 会 计 师 应 当 在 评 估 与 经

营场所或经营单位相关的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风险的基础上，确定拟对

哪些经营场所或经营单位实施控制测试以及如何进行测试。”（第十五条）

? 在《评价指引》和《鉴 证 指 引》中，都 未 具 体 明 确 如 何 选 择 测 试 子 公

司或单位。

“注册会计师应当测试企业是否存在对内部控制具有重要影响且有效

的企业层面控制。注册会计 师 对 企 业 层 面 控 制 的 评 价 能 够 增 加 或 减 少 其

本应对其他控制进行的测试。”（第二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识别重大的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第二十六条）

? 要求注册会计师识别重大账户等，这一点值得探讨。（在相关指引

中并未特别述及公 司 管 理 层 是 否 自 己 也 需 要 识 别 重 大 账 户、列 报

以及相关认定，而是指明由注册会计师去执行。）

“注册会计师应当测试对得出控制是否有效结论有重要影响的控制。”

（第三十五条）

“控制测试需要涵盖足够长的期间。”（第四十五条）











? 第十九章　内部控制项目的展开

?
１７１　　

→
　　　　

（２）：推进和定性

项目管理（课题、任务、工

时及进度管理）必不可少

推进阶段：根据各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灵活改变推进的

方法

应对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要求，就是开展一项与公司规模相当的项

目，所以“项目管理”是必要的。这包括课题管理、任务管理、工时和进度

管理等。我们必须对于工时不足和拖延进度的项目预先制订计划；对于

可以省去的项目、可以延后做的项目、反之不得不遵守的项目等进行优先

顺序排序，然后做出相应的安排。

▼ 分不同分支机构来应对

在推进过程中，对于各分支机构的不同情况，适当改变推进方法的灵

活性是很 必 要 的。所 谓“不 同 情 况”，比 如 说，“分 支 机 构 是 否 能 有 所 帮

助”、“母公司的 影 响 力 是 否 强 大”等，特 别 对 于 海 外 分 支 机 构 来 说，就 是

“是否采用本地的外部资源”、如果采用的话“外部资源和母公司的外部资

源是否相同”，并且“当地的管理者和员工和派驻海外员工中谁来做多少

事情”、“是否为所有人”、“是否进行实际操作”等情况。

对于海外分支 机 构，语 言 也 是 一 个 问 题。美 国ＳＯＸ法 案 和 日 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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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Ｘ中有“经营者评价”的制度，而在中国的内部控制报告制 度（中 国 版

ＳＯＸ）中也要求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所以，理论上内控文件和内

控自我评价的语言应该是经营者、管理层能够读懂的语言，在实际上也最

好是代表管理层进行内控项目的成员能够读懂的语言。然而，实务中，在

准备满足内部控制报告制度的海外分支机构中，对母公司报告用的问题

点清单就需要用管理层能够读懂的语言来制作，这是最低要求；而其他的

成果可以用当地语言写。

从经验上来说，美国ＳＯＸ法案下，总部要求海外子公司用英文进行

内控评价的记录，但遗憾的是，用英语编写成果最困难的往往是日本的子

公司。在日本版ＳＯＸ下，日本企业的欧美子公司和东南亚的子公司可以

用英文来记录，但中国子公司一般无法使用英文，大多数是使用中、日双

语来记录内控评价。中国版ＳＯＸ下，由于目前暂时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上

市公司不多，所以还是以中文为主。

如果在海外分支机构采用当地的资源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缓和语

言和路途遥远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总部管理其支持内容的工作也很辛

苦。欧美企业非常重视沟通，定期举行电话会议、视频会议（虽然我们最

好也能够这么实施，但是用英语的会议还是很累的），并且对于做法模糊

的地方进行细问也很辛苦。

不管怎么说，因为是海外，推进方法有差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需要

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原则就是“清晰传达要求”，并也需要容许与之相异的

风格。

一 般 来 说，内 控 项 目 最 好 能 用 集 团 全 体 统 一 的 推 进 方 法 来 进 行 评

价；但是在集团内有大的子公司，或者其分别上市的情况下，往往需要用

与母公司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推进内控项目。

海外子公司使用外部资源的服务费用应该是由母公司还是由子公司

来承担，一直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在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准备工作中，母公

司大多会考虑全球的预算；而在日本ＳＯＸ中较多的情况是，各子公司分

别进行应对。还有母公司仅承担特定子公司的费用的情况，但这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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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感，所以很难处理，故就子公司的个别情况进行适当的判断就显得

很重要。在应对中国版ＳＯＸ的准备工作中，由谁承担费用的问题并不突

出，原因可能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步伐并不明显所致吧。

▼ 内控文件编写的心得和文件成果

企业进行内控文件编写之前，首先需要在评价对象的分支机构中进

行会计科目的分析以及对应业务流程、子流程的识别。这时，对于业务流

程应该适用什么模板就成了问题。原则上，应将实施内部控制中差异很

大的业务（例如对公司销售和对个人销售并存）分别编写内控文件，将相

似的业务（例如仅是制品类别的差异）归总后进行内控文件的编写。但在

实务中往往会有不同的考虑。如，有时会由于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负责

人，而将各自内控文件编写的工作进行分离比较合适。又如，通常各公司

不同的情况下，内控文件的编写是各自进行的，但对于把一部分业务流程

委托给集团内部，以及对于仅为方便或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其他无实际业

务的企业（如皮包公司等）的情况下，适合的做法反而是将若干家公司的

业务归集后再编写一套内控文件。这些注意点在内控文件编写开始之前

不对其进行适当确认的话，就可能无法分清工作对象而造成混乱。

内控文件的成果一般就是“风险控制矩阵”、“流程图”以及“业务流程

描述书”这三点。此外，也会制作“问题点清单”和其他的报告资料。

美国ＳＯＸ法案应对中经常可见到的说法是，风险控制矩阵和业务流

程描述书在实质上内容相同（而且都写得非常细）。（笔者个人）推荐业务

流程描述书中记载那些作为理解内部控制的背景的业务概要，例如组织

结构和主要的业务系统，销售循环中主要的销售渠道、客户、商品构成、应

收账款回收方法和回收条件等内容。这样有助第三方的理解而能够避免

内容的重复。

风险控制矩阵是内控文件中的最重要的成果，一般记述了对于潜在

的风险，哪些是应该实施的内部控制；但更详尽的内容在业务流程描述书

中记录，风险控制矩阵可以认为是从其抽出一部分最核心内容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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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依据编制人员的能力、品质要求和所需时间相差甚远。一般

公司多倾向于就销售和采购制作流程图，往往不制作（不适用）财务决算

和ＩＴ全面控制的流程图。

▼ 文件编写的实施者

可以考虑用下面的模式来决定由谁实施文件化。

（１）项目成员实施。

（２）现场部门实施，项目成员对其支持［１］。

项目成员实施的情况下，项目成员工时花费是难免的，但相应的好处

是，由于是由 理 解 项 目 目 的 和 推 进 方 法 的 成 员 进 行，项 目 的 进 度 很 快。

（应对美国ＳＯＸ法案的第一年，即２００４年的下半年，工作迫在眉睫，许多

公司将十万 火 急 的 内 控 文 件 编 写 和 内 控 评 价 委 托 外 部 资 源 进 行，非 常

辛苦。）

就算是项目成员实施的情况下，在内控文件编写时现场部门至少也

会发生应对访谈的工时。特别在欧美企业及其子公司，管理部门对于效

率抓得很紧，在这种追加的工作上花时间，可能不会很积极地予以配合。

另一种方法是，由现场部门进行内控文件编写，现场部门对项目的目

的和推进方法进行了解、实施编写后，将其结果交由项目成员复核后进行

访谈。这样做项目进度肯定比较慢，并且为了控制质量也需要花费时间。

但是，因为内控自我评价是连续性的活动，公司在适用的首年度开始建立

内部控制的意识，可以预想之后年度的工作就可以更顺利地开展。在项

目成员实施的情况下，尽管深入理解流程并且适当地进行了访谈，记录那

些应记述的例外事项等还是很难的。通过这项工作固然要制作成让外部

审计看得懂的内控文件，但是内控实施者自己却不理解的话就很奇怪，所

以还是希望现场部门适度地参与内控文件的编写工作。

就算让现场部门进行内控文件的编写，项目成员也要拥有审计的视

点，是否有没有记述的例外事项？是否有本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点？这

些事情必须要确认。此项工作不仅只是围绕着内控模板在表面上编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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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文件，而是在理解对方业务和辛苦的同时，尽量提及关联业务中可以进

一步提高效率的内容，帮公司“打通血脉”，这才是有价值的事。此外，由

于项目中会向各部门、子公司进行访谈和询问，这是很好的经验。

文件化实施后，最好进行穿行测试（设计状况的评价）。穿行测试是

指，为了确认文件中设计好的内部控制是否确实实施并加以运行，获得实

际采用的凭证和表单，对于交易的流程进行确认。一般来说，可以在项目

成员进行内控文件编写时，将穿行测试和文件编写并行；或者在现场部门

自行进行编写内控文件的场合，为了确认其内容，向现场部门进行访谈时

进行穿行测试比较合适［２］。

▼ 内控运行情况的评价（验证）

所谓内控运行情况的评价，也就是内控运行验证或测试，是检查内控

文件记录下来的“应实施”的内部控制，是否如其所述在运行。通常可以

通过内部单据抽样等来证明，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判断证据收集是否足

够的原则是，有必要收集让第三者看了也能够得出同样结论的证据。

在内控运行验证中，尽管常有发现漏盖章、证据文件保管遗失等纯粹

的内控运行的缺陷，但更多的是会发现没有像内控文件记录的那样去运

行的内控缺陷（特别是在没有充分实施穿行测试的情况下）。这意味着，

内控设计缺陷和内控运行缺陷的界限很模糊。如果１０个样本中有１个

例外（违反规则）的话，那是内控运行的缺陷；而如果１０个样本中１０个样

本都没有运行，就是根本没有控制，是内控设计的缺陷［３］。

在日本版ＳＯＸ《实施标准》中，“企业层面 的 内 部 控 制 评 价 结 果 是 有

效的话，对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评价时，可以采用缩小样本量等更为简单

的评价手续，在判断重要性水平的基础上，对于评价范围的一部分，把多

个会计期间合并作为评价对象”。正如第十四章和第十八章所述，一定要

努力让实务中“企业层面的内部控制有效”，达成这个目标的公司在日本

版ＳＯＸ中会被容许取更小的样本（前提是更低的信赖度）、允许使用轮换

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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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版ＳＯＸ中的《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中，也表

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企业层面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可以采用轮换测

试计划。“第二十一条（二）：某些企业层面的控制能够监督其他控制的有

效性。当这些 控 制 运 行 有 效 时，注 册 会 计 师 可 以 减 少 对 其 他 控 制 的 测

试”；“第五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每年改变控制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以增加测试的不可预见性并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

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审计准则第５号（ＡＳ５）所要求的“自上而下”的 工

作流程，以及“风险导向原则”，使得评价对象范围的选定更加灵活，需依

赖专业判断；但是轮换测试计划经过讨论还是不被允许。

顺便说一句，轮换测试中有分支机构的轮换测试、（同一分支机构中

的）业务流程的轮换测试、（同一业务流程中）内部控制活动的轮换测试。

即使允许使用轮换测试计划，对于重要的分支机构、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

活动，还是需要每年纳入考虑的。同时，活用轮换测试计划让此项工作负

担变得轻松也是很关键的。

关于内控运行测试的实施者，也可以分为项目成员实施，现场部门实

施、项目成员提供支持两种。由于验证对独立性有要求，如果可以的话应

在部门间进 行，至 少 要 考 虑 到 不 能 让 实 施 内 部 控 制 行 为 的 当 事 人 进 行

验证。

实施者的独立性是外部审计师能够多大程度上信赖公司的评价的要

素之一，所以和内控文件编写相比，最好能够让项目成员或者内部审计

部门进行内控运行测试。

并且，作为文件化和评价展开的方法，有如下两种：

（１）在多个分支机构中展开内控文件编写，然后分别评价的方法；

（２）限定先行的试点分支机构，进行内控文件编写，然后在该分支机

构继续进行运行评价（以及问题点的判断）的方法。

在方法（２）的场合，如果时间充裕，最好可以让项目成员在一个分支

机构将整个内控文件编写和评价的流程了解清楚后，再推广到其他分支

机构进行。但是在实务中，因为项目日程比较紧，在一个分支机构内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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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编写完毕后，项目成员往往需要开展其他分支机构的文件编写，同时准

备运行测试，这种情况很多。

▼ 内控缺陷的判断和整改

通过内控文件记录和内控评价可以发现各种内部控制上的缺陷（不完

善或问题点），下一步就是要对于这些问题一一理解、判断是否需要整改。

正如前文所述，不是重大缺陷就不整改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４］；

但是反过来说，就算是很小的缺陷也进行整改的做法也有些过度。考虑

到问题大小和整改所需费用、工时的平衡，即使缺陷不是很大，但若是公

司管理必须做的事项，且费用也不大，就可以进行整改。所谓整改，往往

可能需要部分改变实际正在执行的业务流程，所以有着与内控文件编写

和内控评价不同的辛苦之处。此外，如果是一个要从正面整改、需要花费

很大的费用和很长的工时的内控缺陷，不妨考虑采取用较少的工作负担

来减少该问题的风险的折中手段。

但是，上述对于 内 控 缺 陷 如 何 进 行 判 断，实 际 上 还 是 很 主 观 的。例

如，如果存在“对于销售价格的折扣批准不彻底”的问题，就很难估计对于

销售收入、应收账款有多大的影响［５］。因此，很难对在何种场合下作出何

种判断进行明文规定。而且，对于相同的一个内 控 缺 陷，对 Ａ事 业 部 要

求整改，但是对Ｂ事业部不要求，这样做会使情况变得更乱。

在实务中，大企业的内控报告制度应对项目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

也有限，所以较为实际的做法是让特定的责任人（小组）对所有的问题进

行统一判断。这个责任人需要有平衡感，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有良好

的认识并且对企业的业务有很好的理解。并且，这位负责人要不迎合各

分支机构，能够从内部审计视点出发，对于应该做到的事对各单位作出明

确的要求。

但是，内控缺陷的判断和整改通常不是在内控文件记录和内控评价

全部完成后进行的。因为对设计有问题的内部控制，进行运行测试是没

有意义的。在内控文件记录和穿行测试的阶段中对于明确知道有问题的



 中、美、日企业内部控制实务

?
１７８　　

内部控制应当着手进行改善，并且让整改后的内部控制运行一段时间后，

再进行内控运行的第二轮测试评价。就笔者所经历过的美国、日本和中

国内控报告制度对应项目来看，在时间紧迫的项目中，这种平行开展的情

况是很常见的。

笔者的建议是，在实务中不要匆忙判断某个发现的内控缺陷是否属

于“重大缺陷”，而是应该预见性地判断问题点的大小来开展整改，然后仅

就整改中的难点和最终测试仍然不合格的地方等，从公司或集团整体角

度，再来判断是否属于重大缺陷。

实务中，这个预先判断多可分为大中小（或者 Ｈｉｇｈ，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

三档，也可由公司分为大小两档。但对于分为两档的情况，很可能造成决

定整改大的地方、放弃小的地方的情形。

图１９１　内控文件记录、整改、验证的一般流程

定性阶段：与外部审计师坦率磋商

▼ 外部审计师的内部控制审计

接下来，正式的期末大考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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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外部审计师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就算公司再怎么准备，也会被

指出有不完备的地方。

外部审计师也会指出对于公司准备中未发现的问题。外部审计师可

能会对公司已经发现问题的性质作出更严重的判断，因为问题点大小的

判断，如前所述主要是主观的。此外，由于外部审计师的时间也很紧张，

在确认大量的文件化验证结果的时候也可能产生误解。

作为公司，不用慌张，重要的是首先向审计师说明是基于什么考虑和

方法来实施内控文件编写和测试评价的。对于缺陷（和之前内部控制项

目上进行的事项相同），我们要充分分析对财务报告的影响、采用什么整

改措施较为妥当，和外部审计师进行坦率磋商。

并且，在各国内部控制相关法规和标准中，内控是一个时点的概念。

中国版ＳＯＸ下，《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中有

如下表述：“注册 会 计 师 在 确 定 测 试 控 制 的 日 期 时，应 当 考 虑 下 列 因 素：

（一）尽量在接近管理层评估日执行控制测试；（二）控制测试需要涵盖足

够长的期间。”对于上述的（二），在接近期末才完成整改的情况下，如果无

法提供可以证明内控运行有效的足够证据的话，公司会被认为存在内控

缺陷。这是承袭了美国ＳＯＸ法案。

在日本版ＳＯＸ下，“尽管发现重要缺陷，在报告书评价时点（期末）前

整改的话，仍然可以承认和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 第二年以后的活动

应对美国ＳＯＸ法案，很多公司认为在第一年度只是将内控合规准备

都进行一遍就很不容易了；内控文件编写和测试验证也往往不理想，范围

不足，品质也很一般。这些企业在内控缺陷的整改上，就算想办法进行改

进，也没有很好地贯彻改善；对于小的缺陷的应对则放到了后面。

在第二年，要对第一年各种不理想的事项进行整理。对于连续的管

理活动来说，要让ＰＤＣＡ循环（计 划、施 行、检 查、执 行）形 成 顺 畅 的 闭 循

环，在设定总部各部门以及现有组织的组织分工和相应职能的同时，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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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定现场部门担当者的组织分工和相应职能。

内部控制报告 制 度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确 保 财 务 报 告 的 可 信 性。除 此 之

外，公司内部也有相似的活动。例如有ＩＳＯ９０００和ＩＳＯ１４０００认证、风险

评估、合规 活 动、企 业 社 会 责 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

等。这些其他的全公司的活动与内控合规有着相通的组织和推进方式，

所以如果可以彼此整合的话，一方面是可以分散内控合规工作的压力，更

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不应存在多个不兼容的管理体系，而是应该尽量使

用一个体系来满足多种管理目的和需要。这无疑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协

同价值！

［１］控制自我评估（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ＳＡ）狭义地来说是采用研

讨会等方式讨论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在组织内部达 成 内 部 控 制

理念的启蒙和宣传的目的。在本书中，它的定义有所扩大，从字面意

思来看，也指现场部门广泛地对自身负责的内部控制活 动 进 行 自 我

评价（文件编写、穿行测试和运行验证）的过程也称作ＣＳＡ。

［２］所谓穿行测试，是外部审计师评价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情况的程序，

但是公司在自己开展内部控制设计情况评价时也应当 实 施 该 程 序。

特别是对于采用轮换测试计划而轮空不测试内控运行 情 况 的 领 域，

在实务上也很有可能需要开展内控文件的更新和穿行测试。

［３］进一步区分内控设计的话，美国ＳＯＸ法案的实务中，有两种概念：设

计和导入（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设 计（Ｄｅｓｉｇｎ）的 概 念 是“应

该存在怎样的内部控制”，导入（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是“通过规则

众所周知”。在中国版ＳＯＸ中，“内控设计”这个 词 包 含 了 上 述 两 个

意思；在日本版ＳＯＸ的《实施标准》中 ，使用“整备状况”这一术语，意

思也是包含了设计和导入的双重意味。

［４］关于判断控制缺陷大小，在各国的内控法规和／或标准中，均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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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金额和性质进行评价。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 求 意

见稿）第二十五条中有如下表述：“ 企业对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应当从定量和定性等方面进行衡量，判断是否构成内部控制

缺陷。”

［５］在销售价格的折扣批准不彻底的情况下，公司会认为全部的销售金

额的真实性没有保证，或者是有批准但不被认同的销售 才 没 有 真 实

性，还是说仅折扣的部分没有真实性等，判断这些问题的所在是有相

当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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